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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背景下，课程思政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亟需与专业课程

深度融合。本文聚焦高职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核心课程《混凝土(钢)结构检算》，针对当前思政教育融入

中存在的课程内容紧凑、学生兴趣不足、教师能力欠缺及实践环节薄弱等问题，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通过优化课程设计，挖掘工程安全责任、家国情怀、绿色发展等思政元素，结合案例教学、问题驱动(PBL)
及信息化手段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环节中社会责任与职业道德的渗透，并通过校企合作拓展真实项

目资源；同时提升教师思政教育能力与完善评价机制，构建多维育人路径。实践表明，该模式显著提升

了学生的专业成绩(实验组及格率达90%以上)、职业伦理意识及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同。然而，思政

元素与专业知识深度融合不足、学生参与度不均衡及实践资源有限等问题仍需改进。未来需进一步探索

智能化教学工具、跨学科协作及长周期效果追踪，以深化课程思政在工科教育中的实效性与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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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IP) has become a crucial measure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 It is imperative to integrate CIP deeply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re course of civil engineering, Structure Evaluation of Concrete (Steel) Struc-
ture, and addresses key challenges in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cluding 
dense course content, low student engagement, insufficient teacher capability, and weak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tackle these issues, a systematic solution is proposed: optimizing course design by 
embed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uch as engineering safety responsibility, patriot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through case-based learning,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 and digital tools;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in practical sessions while expanding real-world project resources through uni-
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nd enhancing teachers’ competen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
ucation while refining assessment mechanisms to establish a multidimensional educational ap-
proach.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odel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academic per-
formance (with a pass rate exceeding 90%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recogni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However,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
ing the insufficient deep integration of CIP elements with specialized knowledge, uneven student 
engagement, and limited practical resources.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further exploring intel-
ligent teaching tools,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long-term impact tracking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CIP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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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已成为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方向[1]。在新时

代背景下，高校课程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还需在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的有机结合[2]。近年来，课程思政的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深入，从最初的“思政课程”向“课程思

政”转变，以期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员育人的“大思政”格局[3]。当前，课程思政的融入路径主要

包括理论知识与思政目标耦合、课程载体与文化育人结合、知识传递与价值引领统一等方面[4]。已有研

究表明，在不同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内容能够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并激发其学习兴

趣[5]。特别是在工科专业中，通过实践教学环节融入思政元素，如实验教学、案例分析等，能够增强学

生的职业道德意识和工匠精神[6]。高职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尤其需要在课程中融入

思政元素，以培养具备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责任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目前，在高职院校的土木工程领

域已有部分课程，如《结构力学》《工程管理》等，探索了课程思政融入的理论与实践路径，但研究多聚

焦于典型案例教学、工程伦理引导等单一形式，缺乏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思政元素的深度融合探索

[7] [8]。此外，在施工环节，尤其是混凝土(钢)结构检算领域的思政研究仍然缺乏，当前该课程的教学主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539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江宏君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5392 704 创新教育研究 
 

要以技术知识传授为主，思政元素的融入较为薄弱。因此围绕《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开展课程思政

融入路径与实践探索，不仅能够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还可为工科课程教学模式创新提供新的思路，推

动课程思政在专业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助力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目标的实现。 

2. 《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思政的理论基础 

课程思政是高校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一种创新性教育模式，其核心在于以知识传授

为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实现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与专业能力的同步提升。其

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专业教学中的知识点挖掘和案例分析渗透思政教育，使学生潜移默

化地接受思想政治理念；二是强调教师作为思政教育实施者，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结合专业特点在教学

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意识。 
《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是土木工程和建筑工程领域的一门核心课程，涉及建筑结构设计与检算

的基本原理、方法以及实际工程应用。课程的专业性和实践性较强，内容涵盖结构设计安全、施工质量

保障及材料经济性等多个层面，具备丰富的思政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工程伦理理论、德育理论和生态文明教育理论等。其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强调教育的全面育人功

能，课程思政通过融入职业伦理和安全责任教育，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主张在真实情境中学习，《混凝土钢结构检算》通过实际工程案例的教学，引导学生

将专业知识与社会责任有机结合，深化对职业伦理和安全责任的理解；工程伦理理论聚焦工程师的社会

责任，课程通过探讨安全性与经济性等实际问题，强化学生对未来职业中伦理挑战的认知；德育理论突

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课程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引导学生将专业知识应用于服务社会；生态文明教育

理论则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课程通过绿色建材和节能设计案例，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总

体而言，该课程思政理论基础植根于多学科交叉的教育理论，将知识传授、道德培养与社会责任教育相

结合，为新时代工程人才培养提供了理论支持。 

3. 《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思政融入路径 

针对以上挑战，课程团队提出了以下一系列的优化方案和对策，并构建了课程思政融入的路径(图 1)，
以促进《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入。 

(1) 优化课程内容设计 
《混凝土钢结构检算》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其教学内容涵盖混凝土与钢结构的设计、受

力分析、构件检算等核心技术内容。在融入思政教育的过程中，需基于课程内容的专业特性，将思政元

素自然渗透到教学内容中，以达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统一。在保证专业知识传授的前提下，优化课

程内容的设计，通过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核心知识点相结合。例如：结合工程事

故案例，如陕西水阳高速重大事故，分析检算失误导致的社会后果，强化学生的安全责任意识；引用国

家重大工程实例，如港珠澳大桥等，增强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专业自豪感；引入绿色发展理念，结合材料

循环利用和优化设计案例，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引导其为生态文明和“双碳”目标贡献专业智

慧。 
(2) 创新教学方法与工具 
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入需要教学方法的创新，结合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增强教育吸引力和针对性。

常用的教学方法包括案例教学法、问题驱动式教学法(PBL)以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首先，案例教学

法通过分析成功与失败的工程案例，展示技术创新与缺陷对社会的影响，培养学生责任意识和职业伦理。

其次，问题驱动式教学法(PBL)通过设计结合安全性、经济性和环保性的研究问题，激发学生团队合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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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深化社会责任感。最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利用数字化资源扩展学生视野，并通过线下讨论和价

值观引导，实现良性互动，强化思政效果。 
例如：案例教学法：选择国内外工程中的典型案例，通过故事化的教学方式吸引学生兴趣，如讲述

港珠澳大桥建设中的创新技术和民族精神。问题驱动式教学：设置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在工

程设计中如何平衡经济性与安全性？”借助小组讨论形式，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并表达观点。信息化手段：

利用虚拟仿真和 BIM 技术，将复杂的工程检算内容以可视化形式呈现，通过数字化教学工具模拟工程场

景，增强教学的直观性与互动性。 
 

 
Figur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pathway for the structure evaluation of concrete (steel) structure course 
图 1. 《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思政融入路径图 
 

(3) 强化实践环节中的思政融入 
《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的实践教学是专业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也是思政教育的关键实施场域。

在实践环节中，通过真实项目任务的模拟和学生的深度参与，可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

道德观念。首先，通过真实工程项目任务设计，如桥梁构件检算等，培养学生综合考虑多重因素的能力。

其次，设置“绿色建造”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设计方案。最后，组织现场参观与

行业交流，让学生直观感受工程检算的重要性，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结合，增强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

任意识。实践课程任务设计：在实验课程中融入社会责任内容，例如设计“绿色建筑优化方案”任务，要

求学生综合考虑环保、经济与安全因素，并结合思政内容撰写反思报告；毕业设计改革：通过与企业合

作开展基于实际工程的毕业设计任务，结合社会现实问题，要求学生在设计方案中体现生态文明理念与

社会责任意识。现场教学与企业参观：组织学生参观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如绿色建筑和智能建造项目，

通过现场讲解工程中的社会意义、技术创新与文化价值，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家国情怀。 
(4) 提升教师思政教育能力 
作为课程思政融入的主导者，学校应加强对工科教师思政教育能力的培训，帮助教师掌握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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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与实践方法。例如，定期举办课程思政工作坊或教学沙龙，鼓励教师交流课程思政的实施经验。

同时，高校可以通过组织教师与思想政治教育专家的合作，为教师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方案提供指导，从

而提升其实施课程思政的信心和能力。 
(5) 加强师生互动与评价机制 
在课程中建立有效的互动与评价机制，提升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例如，通过设置课堂互动环节(如随

机提问、分组讨论)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同时，通过设计多维度的考核方式(如课程总结报告、思政主题小

论文)，评价学生对思政内容的理解与应用能力，从而提升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 

4. 《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 

4.1. 融入路径分析 

(1) 课程内容思政化重构 
深入挖掘《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知识体系中的思政元素，将工程安全责任、家国情怀、绿色发

展理念等有机融入核心知识点讲解。例如在讲解混凝土结构承载力设计时，引入桥梁倒塌等重大工程事

故案例，剖析检算误差引发的安全问题，强化学生工程安全责任意识；在复杂钢结构检算教学中，融入

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机场等国家重大工程实例，展示技术成就，激发学生专业自豪感与家国情怀；在

钢结构选材与优化设计环节，引入绿色建筑案例，强调“双碳”目标，培养可持续发展意识。 
(2) 创新教学方法助力思政融合 
采用案例教学法，对比“成功案例 + 失败案例”，如港珠澳大桥建设与某高层建筑钢结构设计失误，

以故事化方式吸引学生，引发对职业责任与技术伦理的思考。运用问题驱动教学法(PBL)，设置“高层建

筑钢结构优化设计”等任务，促使学生在解决问题、深化知识理解的同时，感悟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同时，利用信息化教学工具，借助 BIM 技术和虚拟仿真模拟复杂工程结构设计与检算，提升课程直观性

和互动性，融入思政元素进行价值引导。 
(3) 实践环节强化思政渗透 
在实践教学中设计真实工程项目任务，如桥梁混凝土构件检算或高层建筑钢框架设计，要求学生综

合考虑安全性、经济性和绿色环保理念，并撰写含思政内容的反思报告，引导关注技术决策对社会的影

响。设置“优化钢结构设计减少材料浪费”课题研究，提升学生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理解与职业使命感。

组织参观重大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让学生在与工程师交流中了解技术难题解决过程，感悟职业实践中的

社会责任和技术伦理。 
(4) 教师思政育人能力提升助力思政融入 
课程团队选派教学经验丰富的青年教师参与学校思政培训和学术沙龙，提高了这些青年教师的课程

思政教学素养和实践能力。首先，进一步优化课程内容设计，深入挖掘更多贴合专业知识的思政元素，

确保两者深度融合，使思政教育自然渗透于专业教学中。其次，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采用多样化的互

动方式，如小组竞赛、角色扮演等，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提高课堂活跃度和学生投入度。最后，加

强校企合作，拓展实践教学基地，争取更多真实工程项目资源和企业指导机会，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锻

炼平台，提升实践教学质量，让学生在真实工程环境中更好地理解职业责任与社会担当，实现课程思政

育人目标的全方位达成。 

4.2. 实践效果评价 

为了客观全面评估课程思政融入在《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中的实际教学效果，课程团队通过对

学校 23 级高速铁路施工与维护专业大一 7 个班的学生进行了分组对比实验，将其中的 3 各班设定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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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由参与培训的青年教师采用优化后的课程思政模式组织教学；另外 4 个班作为对照组，采用传统的

教学模式组织教学。对比发现，采用优化后课程思政模式教学的学生成绩较传统教学模式明显提升。其

中，对照组 4 个班的及格率分别为 81%、80%、82%、84%，而实验组的 3 各班的及格率分别为 90%、

92%、90% (图 2)。此外，抽样问答结果显示通过课程思政融入，学生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意识显著增强，

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认同感提升。学生反馈案例教学和问题驱动方式有助于理解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的联

系，表明其对课程思政教学方式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较高，专业素养与综合能力得到较好培养。同时，与

青年教师进行深入交流和观察发现，教师思政教育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后，对课程思政实施的信心也变

强。总而言之，课程内容优化与教学方法创新，尤其是实践环节课程思政的融入使课堂更具吸引力，课

堂互动性显著提升，学生参与度较传统明显课堂提高，实践环节深度融入使学生对思政内容理解更加深

入，课程目标全面达成率、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得到显著提升。教师在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方面也

积累了经验，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成长。 
 

 
Figure 2. Pass rate distribution chart of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for the struc-
ture evaluation of concrete (steel) structure course 
图 2. 《混凝土(钢)结构检算》课程实验组与对照组及格率分布图 

 
尽管本次课程思政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结合

不够紧密，在融入过程中略显生硬，未能达到深度融合的理想状态。二是教学方法创新虽有进展，但在

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学生在课堂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参与度不够高。三是实践教学

资源有限，真实工程项目任务和现场教学机会不能满足所有学生需求，影响了实践环节的全面开展和效

果最大化。 

5. 结论与展望 

课程思政在《混凝土(钢)结构检算》中的融入实践表明，课程思政的融入路径主要包括优化课程内容、

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环节以及提升教师思政育人能力，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安全责任意识、职业伦

理精神和家国情怀。在实践中，通过案例教学、问题驱动式学习(PBL)等方法，以及真实工程项目的实践

任务设计，实现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然而，本研究仍存在样本数量有限、思政效果评估

方法不够完善等局限性，需进一步优化评价体系，以全面衡量思政教育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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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研究可围绕以下方向展开：深入挖掘思政元素与新兴技术领域的结合，创新基于智能化和虚拟

仿真的教学工具，加强跨学科协作提升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并开展更大规模的长周期教学效果追踪研究。

通过这些探索，课程思政在工科专业中的融入将更加全面，为实现高素质工程人才培养提供更有力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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