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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推进一流课程的目标下，本文针对道路勘测设计课程，基于OBE理念、应用型本科的定位，采用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全过程考核开展了基于SPOC、真实工程案例、雨课堂信息化教学平台的课程建

设，开展课程思政，有效的教学组织和实施，达到了按一流课程“两性一度”标准建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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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first-class cour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oad 
Survey and Design course.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and the positioning of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t has carried out course construction based on SPOC, real engineering 
cases, and the Rain Classroom information teaching platform by adopting flipped classrooms, 
blended teaching, and full-process assessment. It has also implemen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
ucation in the course and effectively organized and implemented teaching, achieving the go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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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first-class cour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wo highs and one degree”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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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是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市政工程、交通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的核心课程，主

要讲述公路、城市道路、市政道路等工程的几何设计，包括道路的平面、纵断面、横断面、交叉口等环节

的设计及道路选线、定线等工程实践[1]。在我国自建国以来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的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一张享誉世界的靓丽名片，道路勘测设计课程一直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础性

知识，一直是高校相关专业的核心基础课，课程为我国高校相关专业的发展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工程认证、国家一流课程建设、课程思政、OBE 理念等教育教学改革的兴起，

传统的道路勘测设计课程也必然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迭代以适应形势的发展。为此，我校道路桥梁与渡

河工程专业按照党中央对高等教育的要求，按照工程认证、国家一流课程建设、课程思政、OBE 理念相

关标准对道路勘测设计课程开展一流课程建设。 

2. 一流课程内涵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9]8 号)指出课程是人才

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一流课程强调“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和挑

战度[2]，其中高阶性要求在教学中强调高阶目标，是提升课程质量的基础，创新性强调传授课程所在专业

领域最新科技发展及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挑战度要让学生在学习中垫一垫脚才够得着；创新性与挑战度

是近年才提及的目标，为此，课程在传统的知识、能力、素质之外更加强调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及创新能力。 

3. 道路勘测设计一流课程教学目标 

我校定位于应用型本科院校，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主要培养面向施工一线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

主要工作是完成道路工程的施工，最核心的技能是能够理解设计意图，按图施工、按规范施工；故道路

勘测设计课程核心要求是：掌握道路几何尺寸相关的平面、纵断面、横断面、交叉口的相关理论；能设

计、评价道路工程相关方案；通过对课程的学习树立对专业、职业的热爱。结合 OBE 理念及一流课程要

求，道路勘测设计课程在建设和实施中，在传统教学注重知识的基础上，注重提升高阶教学目标的教学

效果，培养学生对公路、城市道路线型的设计、比较、评价、创新等高阶能力；在创新性上，要把道路勘

测设计的最新科技融入到教学中，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以工程建设中的最新的相关规范为基础等；要采

用当前最新的智慧教室、SPOC、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等教育信息化技术；在挑战度上，通过引入真

实工程案例以及对应实践设计训练来训练学生的复杂工程能力等，并通过课程相关专题项目予以加强；

通过工程实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及学业挑战度；通过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教学内容隐含的课

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对专业、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等。其确定的教学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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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1. 掌握道路设计的控制要素，道路平、纵、横断面、交叉口的相关知识，在不同等级、地形条件

下的道路选线要点，理解设计意图，能识别复杂的道路工程图纸、图表、文字中有关几何线形部分内容； 
目标 2. 具备从事道路几何线形设计的初步能力；具备综合考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复杂条件下

路线比选、评价能力；结合道路设计基本理论，综合考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素，完成道路选线。 
目标 3. 评价线路全寿命周期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和隐患，并通过学习中国道路伟大成就，坚定

四个自信，坚定职业理想；通过学习道路工程线形设计的相关法规，强化法规意识，践行法治精神、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程建设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4. 道路勘测设计一流课程教学实施 

4.1. 混合式教学设计 

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了利用 MOOC 资源构建 SPOC，学生先预习，然后检测、进行课

堂教学与讨论，最后进行高阶作业、训练的模式，以考核为主线，通过过程考核串联教学，将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点滴纳入课程评价。课程全程采用雨课堂平台，采用郭建鹏教授推荐的 O-PIRTAS (Objective、
Preparation、Instructional Video、Review、Test、Activity、Summary)翻转课堂教学法[3]，每次课完全或部

分采用如下流程组织： 
1. 确定教学目标 
按照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学的原则将当次课的教学目标分为低阶和高阶。低阶主要是记忆、理解的

道路路线设计基本知识；高阶主要是道路平面、横断面、纵断面、交叉口的设计，道路选线方案的分析、

评价、比对；以及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热爱等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低阶目标以课前自学为主，辅以适当的测试题来完成。高阶目标通过课上教师讲解、组织讨论、课

后作业、实践训练的方式进行。 
2. 课前(线上) 
预习课件(视频)：针对低阶的教学目标内容及对高阶内容的简单了解，采用 SPOC 视频、案例材料以

及课前测试题。 
3. 课上(线下) 
(1) 测试：检查学生的课前预习效果，查找学生预习中存在的问题，对授课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2) 回顾与分析：教师用简短的课堂时间分析课前预习及课堂测试的问题，确定该教学单元重点、难

点。帮助学生迅速集中注意力，从认知和心理上做好下一阶段学习的准备。 
(3) 讲解与讨论：教师针对高阶教学目标包括技能以及情感方面的目标进行讲解及组织讨论或课堂

答题，提升高阶教学的比重，实现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4) 总结：教师对预习、测试、课堂答题、讨论等环节进行反思，帮助学生构建知识框架体系，提升

专业认知水平。 
4. 课后：学生完成课后作业、实践训练。 

4.2. 教学组织与实施 

1. 课前预习、课前测试与翻转课堂 
课前，采用优质 MOOC 资源——东南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道路勘测设计及预习引导测试题引导学

生预习，为强化学生预习的积极主动性，上课先进行课前测试，然后再开展高阶教学。学生通过预习，

已初步建立了当次课程的知识框架与脉络；课堂教学得以顺畅进行，根据学生反馈，预习最大的作用是

能确切地知道教师的讲授处于什么位置，即便上课偶有开小差，也能及时跟上教师的讲授；而传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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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课，后练习，学生缺乏对教学知识的初步框架，只能被动地跟随教师的讲授。根据教师个人的授课

体会，相对于往年的传统教学，课堂教学过程更加轻松、高效。 
为合理设定学生的学习时间、课业负担，课前预习每一教学单元(除第一次课外)都安排，包括不超过

10~15 分钟的学习视频及 10 道预习引导测试题，将在线学习的时间控制在课程学时的 20%~50%。通过

控制预习的视频时长和预习自测题的题量、课后作业的题量，并不会在该门课程中过多地占用时间，其

占用学习时间与传统教学相比，如同“早睡早起”与“晚睡晚起”的比较；通过对学生的访谈调查反馈，

该门课程的并未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 
 

 
Figure 1. Teaching flow chart of road survey and design course 
图 1. 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教学流程图 

 
2. 课堂答题与混合式教学 
在授课中，每 15~20 分钟安排 1 道雨课堂答题，采用客观题、主观题，特别是对于流程较长的实践

技能型知识，基本采用了即讲即练的方式，利用学生互评活跃课堂氛围，强化学习效果；通过讲解与答

题的方式相结合，将学生强行带入课堂教学，有效解决了“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的弊端，人的精神高度

集中的时间长度是有限的，通过课堂答题，能够有效地调节学生高度紧绷的神经，适度放松，张弛有度，

根据学生反馈，每次课基本都能在不知不觉中度过。 
学生在答题过程中，答对能累积成就感，答错可有效地引导学生讨论与自我反思，提升了学生学习

兴趣，降低了学生对课程的学习难度。在主观题答题中，通过答题、讲解、说明评分标准、学生互评，能

有效让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知识点，并调节课堂气氛，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上，能真正地督促学

生学习；在实践中，个别在其他课程中表现较差的学生也能在课堂上跟随答题，且有获得当次课最高分

的情况，说明这些表现较差的学生至少在当次课是认真听讲的，对其他表现较好的同学更不言而喻。 
通过将课堂答题与学生平时成绩挂钩，真正做到了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相结合的考核方法，过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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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公正客观，即便新冠肺炎期间，由于采用了雨课堂答题的模式，课堂教学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受

网络教学的冲击较小。在提高学业挑战度的同时，并未过多增加学生的负担；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根

据答题情况实时有效地调整教学。 
3. 课后作业与高阶训练 
在经过课前预习、课中教授、讨论后，课后的作业一般不安排低阶的训练题目，主要安排高阶的工

程设计如纵断面的设计等；以及对知识工程案例的阅读；对一些课程思政资源的视频讨论等内容。以此

强化高阶训练。 
课程采用教学模式见图 1。 

4.3. 课程评价 

道路勘测设计课程采用全过程考核，其中，课堂答题及课前测试(10%)，课后作业及预习(20%)，期

中考试(10%)，期末考试(60%)。 
将预习、学生课堂答题、课前测试、作业等全部纳入考核，强化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学生通过

预习，其自主学习能力、学习主动性得到了极大地提高，通过考核将学生吸引到课堂教学及课程预习中，

引导学生学习。由于采用了信息化教学平台，使全过程考核可以顺畅进行，将所有的学习过程计入考核，

准确有效地解决了过程评价的问题。真正做到过程评价的公平、公正。强化了形成性评价。 
通过在预习、课堂教学、课后作业分别设定不同等级的题目，强化了高阶教学目标的培养。根据预

习及课堂答题情况可及时有效改进教学进程，利用答题的大数据，可实时了解学生的整体学习情况，对

个别后进学生也能做到了如指掌，对工程认证强调的保障每一个学生都达标意义重大。 

4.4. 教学资源建设 

在确定教学目标、授课方式的前提下，课程开展了如下课程建设： 
(1) 课程题库：囊括了所有章节的主要知识点的相关习题；为课前预习、课前测试、课堂答题、考试

建立了基础资源。 
(2) 真实工程案例：专业选择了G50(重庆绕城高速)的某标段的工程图纸整理汇编而成的工程案例集，

该案例集能较好地与专业大多数专业课相契合，与本课程相关的内容包括道路总体设计、平面、纵断面、

横断面设计，以及工程可行性研究的相关内容。 
(3) 工程视频：收集了路桥行业大量的公开视频资源，包括港珠澳大桥、京新高速公路等内容。 
(4) 课程思政案例集：与本课程高度相关的课程思政案例库，包括典型工程、人物、反面案例等内容。 
(5) 授课平台：雨课堂。 
(6) SPOC 资源：东南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道路勘测设计。 

5. 课程思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

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4]。专业课课程对培养既有专业素养又有人文情怀的专业创新型人才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道路勘测设计课程作为相关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基础课，在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寓思政教

育于专业课中，为全面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为解决“为谁培养人”这个关键问题提供了完美的答案。 

5.1. 课程思政目标 

专业课课程思政目标的制定要因课制宜，服从服务于学科发展、专业培养和课程定位。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道路建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公路、高铁现已跃居世界第一，相关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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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生产设备也已逐步领跑世界这一事实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的脱贫攻坚战、“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信心；新中国在不断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引入科学发展

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正确性；溯古论

今，我国古代道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涌现了类似“红旗渠精神”的挂壁

公路等伟大工程，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坚定了中国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自信心。道路

线形设计是道路设计的第一环节，在道路设计中，除遵循相关的工程规范外，还需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 
结合道路勘测设计课程特征确定该课程思政的总体目标是“坚定四个自信，践行法治精神”；并制

定课程思政目标如下： 
(1) 坚定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家国情怀；

增加今后从事本专业的动力。 
(2) 培育学生严格按照相关工程规范开展道路设计工作，在生活中遵守法律法规，培育法治精神，培

养学生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精神。 

5.2. 课程思政的体系化设计与思政元素挖掘 

课程思政实践的关键在于如何巧妙地、以学生最易接受的方式将思政内容与课程内容高度融合，而

不是生搬硬套，为思政而思政[5]。道路勘测设计课程包含的绪论、设计要素、平、纵、横断面、选线、

交叉口等内容均蕴含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绪论中中国古代道路的发展简史、当代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

伟大成就、选线案例中的典型工程、交叉口中大型立交桥的案例可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家国情怀[6]。 
通过道路平面设计中转弯半径、缓和曲线长度与设计速度的函数关系式，最大纵坡、车道宽、视距

与速度的关系，交叉口交通组织方式的学习，不能超速驾驶，引导学生强化遵守交通法规，进而培育法

治精神。 
学习长下坡、交叉口视距导致的交通事故、避险车道设计培育学生在工程建设中以人为本、生命至

上的设计理念；通过选线中环境保护要求，树立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 
分析课程各章节内容设计涉及到的相关案例及主要理论，论如下： 
(1) 中国古代道路的伟大成就：周道、驰道、唐代长安城、丝绸之路、明、清道路等； 
(2) 伟大人物：唐朝的李春、近代的詹天佑、现代的沙庆林院士等； 
(3) 改革开放后的伟大成就：现代的道路及各版本的公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规划；基础设施

建设对中国高速发展的贡献，如扶贫攻坚、物流强国等； 
(4) 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工程规范：公路平面转弯半径、视距、车道宽度、纵断面坡度与设计速度的关

系，道路交叉口交通组织均须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公路路线设计规范》，而在生活中，遵守交通

法规、安全文明驾驶，也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息息相关。 
(5)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在道路选线中，要坚持贯彻“青山绿水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在道路设计中要减少土方挖填，少占土地，与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相结合，培养法治

精神。 

5.3. 课程思政的开展 

(1) 深度融合课程内容与课程思政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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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教学中，针对课程核心内容，深入挖掘知识点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将课程思政“盐溶于水”

似的隐含在课程教学中，避免生搬硬套的说教，如在道路选线的教学中，通过挂壁公路的讲解，可与“红

旗渠”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相结合，讲清楚中国今天的成就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与中国传统的价

值观的息息相关。从而树立学生的文化自信。在道路选线中还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

科学发展观相结合，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结合；可选择港珠澳大桥跨越了珠江口的中华白海豚自

然保护区，工程师们在施工过程中避开了白海豚繁殖的高峰期，并通过减少桥墩数量保证了白海豚的栖

息空间，以及中国最美公路——雅西高速为保护高山湿地，在选线中采用了特长隧道穿越的方式，青藏

铁路为藏羚羊设置通道等，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

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结合。 
(2) 开展形式多样化 
为提升学生对课程的体验，课程丰富课程思政融入方式，开展多维度教学。结合道路勘测设计课程

特点及课程思政目标，除课堂讲解外，鼓励学生深入生活、深入社会，通过社会调查、分组讨论的方式

进行，并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让学生在自我探索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在道路立体交叉知识点

的教学中，可选择部分中国的大型知名立交桥，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在自学中体验到中国道路建设的

伟大成就；课程中的交通设施、标志、信号等与生活紧密相连，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考查当地的交通

信号、标志，考查交叉口的设计、交通组织方式，查找不合理的地方及安全隐患等措施。通过理论推导

与形势生活联系，使理论知识内化为生活向导及行为指南，从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表达形式上，利用文字、多媒体图片、视频的方式，如古(夫)昭(君桥)水上公路、雅西高速可通过

图片以及央视视频《绝崖求路》让学生充分体会到工程之美。 
(3) 先决条件是教师要转变思想观念，与党中央的教育方针保持一致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基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我

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

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

的有用人才[7]。”教师要时刻谨记“为国育才、为党育人”，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

会贯通到教学的点滴中，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教学中通过中国古代道路建设的伟大成就，通过现代中国的

公路、高铁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这些成就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卓越贡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教师要坚定学生的四个自信，首先教师自身要自信[8]，以对四个自信的坚

定信念将四个自信精神融入到课程教学中。 
(4) 教师要以法治精神、师德要求为准绳做好学生的楷模 
作为新时代的高校教师，要时刻谨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任何人不能去改变一个人，只能去影

响一个人，教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专业领域、工作岗位做好学生的表率，特别是在学生面前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要严格按学校的规章制度、按学术规范，工科教育谨遵学校校训“进德修业 精益求精”的

严谨求实精神。 

6. 总结 

道路勘测设计自开展一流课程建设，通过优化教学内容，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采用雨课堂平台、

国内知名大学 SPOC 实现了高阶性、创新性的目标。通过采用知识工程案例、社会实践调查、课程相关

专题项目等工程实践实现了一定的挑战度。 
课程在实施课程思政的过程中，对实施效果进行了调研，主要针对学生对四个自信、法治精神以及

对专业的归属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5%以上的学生通过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伟大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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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进而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理论有了更多的认识和自信；通过学习

道路路线设计中有关圆曲线半径和速度的关系，100%的学生从理论上升华了不能超速驾驶的基本常识。

通过学习道路设计中有关圆曲线半径、车道宽、坡度与速度的关系，95%以上的学生更加理解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意义，强化了规范、法治精神，能够自觉地将法规认识上升到科学的高度，对自己的行为准

则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通过开展课程思政，学生普遍对专业的归属感有较大的提高，对将来从事本专

业的兴趣有了一定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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