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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改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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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的核心是把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中，让思

政教育与各类课程教学同向而行，构建协同育人模式，陶冶学生

道德情操，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高职院校要立足建筑类专

业特点，挖掘各门专业课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打造课程思政优质

教学案例；讲解传统建筑历史与成就，加深学生对传统建筑艺术

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导入建筑行业相关时政新闻，增

强学生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创新建筑类专业实训教学方式，

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思政教育融入教学评

价体系，全面提升建筑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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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促进思政教育与各个专业、

各类课程教学融合，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

熏陶，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让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使命。高职院校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建筑类

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打造该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示范课程，

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进一步提升建筑类专业学生核心素养，为他

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一、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必要性

（一）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立德树人是教育教学活动实施的总结与规律，坚持德育为先，

通过正面、积极地激励引导学生，从而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把德

育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学生生活中，贯彻以生为本理念，进一步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重要渠道，

有利于督促教师挖掘各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例如法治教育、

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素材，把建筑类课程教学和思政

教育、德育教育融为一体，提升学生道德素养和职业技能。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道德情操

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促进建筑类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的深度

融合，让学生切身感受到思政教育对专业课学习、职业生涯的重

要性，从而督促他们学习思政知识、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积极性，

让他们接受思政教育熏陶，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同时，高职建

筑类专业教师要把思政教育贯穿于课前、课中和课后教学中，让

学生了解传统建筑艺术、中国建筑设计师伟大成就和建筑行业法

律法规，培养他们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和家国情怀。

（三）有利于提升专业教学质量

课程思政有利于督促高职院校建筑类专业教师挖掘教材中蕴

含的思政元素，打造一批课程思政建设精品课程，设计建筑专业

课程思政优质教学案例、课程思政实践活动，进一步拓展建筑类

专业教学内容，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从而提升专业课教学

质量。同时，课程思政背景下，教师可以把思政教育延伸到课外

活动中，带领学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观摩一线建筑工人劳动场景，

让他们提前熟悉岗位技能，优化课内外教学衔接，从而提升高职

建筑类专业教学质量。

（四）有利于提升建筑人才培养质量

课程思政转变了高职院校建筑类专业人才培养理念，从培养

单一化人才向工匠型、复合型建筑人才转型，培养一批建筑专业

知识扎实、具备吃苦耐劳、严谨求实、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爱

岗敬业的青年建筑人才，为国家建筑行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同

时，高职建筑类专业教师可以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培养学生良好职

业道德素养，结合《建筑结构》课程渗透工匠精神教育，《建筑

工程计量与计价》渗透法治教育等，培养学生遵纪守法、吃苦耐劳、

爱岗敬业、热爱祖国的良好职业道德素养，从而提升他们的就业

竞争力。

二、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分析

（一）教师课程思政意识有待强化

部分高职建筑类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解读不够深入，思政

元素与课程的融合比较生硬，重点讲解建筑专业相关的绘图、建

筑结构设计、混凝土浇筑和室内装饰设计等专业知识，思政教育

只是一带而过，反映出对思政教育不太重视。部分教师认为课程

思政是思政教育和辅导员的工作，只是在公开课或评优中开展思

政教育教学，影响了思政教育在建筑类专业教学中的渗透。

（二）思政教育素材挖掘不够充分

高职院校在建筑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评价标准等

方面还存在不足，缺乏统一的优质示范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标准，

导致教师无法深入了解课程思政，对专业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挖掘不够深入和全面。部分教师没有把建筑类专业不同课程、不

同单元思政元素衔接起来，对某一个单元、每一门课程蕴含的思

政元素进行讲解，难以构建协同育人模式，影响了建筑类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进度。

（三）思政教育渗透渠道比较单一

建筑类专业教师课程思政建设渠道比较单一，主要以理论讲

解为主，忽略了把思政教育融入实训教学、校企合作和线上教学中，

单一的思政教育形式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影响了专业课和思

政教育的融合。例如教师在线上教学中忙于讲解建筑法规、建筑

结构设计、建筑绘图、建筑施工技术等专业知识，忽略了讲解这

些知识点相关思政元素，不利于培养学生工匠精神、创新精神、

吃苦耐劳精神，无形中影响了建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四）思政教学评价机制不完善

部分高职院校没有把课程思政纳入建筑类专业教学评价体系

内，没有明确的课程思政考核机制，缺乏奖励机制，难以激发教

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影响了建筑类专业课程思政精品

课程建设。很多教师没有把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中，

更侧重对学生建筑绘图能力、测量能力、设计能力和施工管理能

力等进行评价，忽略了对学生工匠精神、团队精神、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进行评价，不利于学生职业道德素养培养。

三、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一）挖掘教材思政素材，打造优质教学案例

高职院校建筑类专业教师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专业



42 Vol. 6 No. 05 2023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一方面要积极开发本专业思政教育

优秀教学案例，另一方面积极打造建筑类专业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进一步促进建筑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深度融合。首先，教师可以

挖掘单元思政教育素材，明确本单元思政教育目标，精心设计思

政教育案例，并围绕思政教育主题来制作微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让他们主动探究专业课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例如教师可以结

合《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特点，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法治教

育素材，讲解我国建筑行业相关法律规定，把建筑工程质量标准、

工程造价等专业知识和法治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意识到建筑安

全对人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培养他们遵纪守法、严谨求

实、精益求精的职业道德素养，提升课程思政建设质量。其次，

教师可以围绕课程思政目标，进行录制各门课程思政教育视频、

优质教学案例，并把这些数字化资源上传到线上教学平台，便于

学生线上观看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讲解、工匠精神和绿色建筑等相

关教学视频，进一步拓宽思政教育渠道，加快构建协同育人模式，

从而提升高职建筑类专业教学质量。

（二）深入讲解建筑历史，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第一，高职建筑类专业教师要全面讲解传统建筑历史，带领

学生了解博大精深的建筑文化，让他们了解古建筑结构、修建技

术和设计艺术等，进一步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他们

的文化自信。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分析故宫建筑结构、建筑设

计特色，为他们讲解古代皇家宫殿“天圆地方”设计理念，以及

独特的榫卯工艺，鼓励学生自主制作故宫模型，让他们体验精益

求精、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艺术。例如学生可以利用废旧木料制

作故宫微观模型，体验榫卯工艺，在不利用螺丝钉的情况下，把

房屋房梁、房柱等结构连接起来，让木质结构建筑更加稳固，再

利用中国红、亮黄色来装饰模型外观，深入了解古代建筑艺术，

增强个人文化自信。第二，教师可以讲解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

梁思成的故事，介绍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遍全国各地，只为

了解各地古建筑保存情况，为古建筑登记造册，为我国古建筑保

护作出了突出贡献。教师要鼓励学生学习中国建筑学家不为名利、

吃苦耐劳、保护古建筑的崇高爱国精神，引导他们继承古建筑艺术，

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三）导入建筑类时政新闻，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高职建筑类专业教师要积极搜集建筑行业相关时政新闻，把

我国建筑行业新技术、新理念等融入教学中，进一步激发学生爱

国热情，激励他们积极投身建筑一线，为祖国建筑行业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教师可以搜集微博、抖音等平台建筑行业热门新闻，

再把新闻剪辑成微课，把时政新闻和建筑专业课程教学融合起来，

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爱国主义熏陶，培养他们的爱

国情怀。例如教师可以剪辑我国北京冬奥会场馆相关新闻，介绍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一“雪游龙”、国家速滑馆一“冰丝带”和国

家跳台滑雪中心一“雪如意”，这些奥运场馆融入了中国元素，

使用绿色环保建筑材料，展现了中国建筑设计师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敬业创新精神、爱国精神值得学

生学习。同时，教师还可以搜集一线建筑工人爱岗敬业新闻，例

如他们修建高铁站、城市高楼大厦的辛苦劳动场景，弘扬中华民

族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甘于奉献的爱国精神，让学生更加尊重

一线劳动者，激励他们继承劳动精神，培养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爱

岗敬业精神。

（四）优化建筑实训教学，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高职建筑类专业教师要把思政教育融入实训教学中，渗透工

匠精神教育，规范学生建筑绘图、建筑测绘、建筑模型设计和现

场施工等操作步骤，培养他们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开拓创新的

工匠精神。首先，教师可以开展在 BIM 建筑绘图教学中融入工匠

精神，组织学生对校内图书馆、实验楼和体育馆等建筑物进行测量，

让他们根据测量数据制作 BIM 模型，并鼓励他们进行室内装饰设

计，激发他们的设计灵感。同时，教师要规范学生 BIM 软件操作

流程，让他们认真核对建筑测量数据，确保数据准确性，鼓励他

们进行图书馆室内装饰设计，让他们利用 BIM 软件进行动态化设

计，培养他们精益求精的建筑设计态度，为他们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其次，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摩建筑工地，让他们跟随建筑设计师、

施工人员学习，让他们更加直观感受建筑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素养，

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工匠精神。例如学生可以了解钢筋混凝土结构

设计、混凝土浇筑技术等，学习施工人员一丝不苟的施工材料质

量检测工作态度，严格遵守建筑行业法律法规、爱岗敬业精神，

提前积累工作经验，进一步提升个人就业竞争力。

（五）完善教学评价机制，提升学生道德情操

第一，高职院校要把课程思政理念作融入建筑类专业教学评

价工作中，强化顶层设计、 落实主体责任，构建考核评价机制，

有效促进课程思政常态化发展。例如学校可以把思政教育纳入教

师教学质量考核体系中，明确建筑类专业课程思政考核标准，针

对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线上教学质量、数字化教学资源

库建设、示范性课程建设和师德师风等进行评价，指出教师在课

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督促教师进行整改，进一步推进建筑

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第二，高职建筑类专业教师可以制定课程

思政评价标准，针对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工匠精神、法律意识、

传统文化和爱国情怀等进行评价，并邀请企业师傅参与教学评价，

对学生职业道德素养进行评价，全面提升高职建筑类专业课程思

政建设质量。例如教师可以对学生在实训教学、社会实践和线上

教学中的表现进行评价，明确不及格、及格、良好和优秀分层评

价标准，增强学生对职业道德的重视，从而提升建筑类专业人才

培养质量，促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青年

建筑人才。

四、结语

高职院校要加快建筑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组织建筑类专业

教师研修，督促他们挖掘各门专业课中蕴含的思政素材，打造示

范性课程、优质教学案例和线上教学视频，把课程思政融入教学

评价体系中，增强教师对思政教育的重视。同时，高职建筑类专

业教师要对各类课程进行分析，提炼其中蕴含的法治教育、工匠

精神、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等思政元素，让思政教育贯穿于专业

课理论教学、线上教学、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中，培养学生良好

职业道德素养，进一步提升建筑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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