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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梁　路　额热艾汗　田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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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桥梁工程》课程在土木工程专业（路桥方向）培养

方案中是一门极其重要的核心课程。文章凝练“桥梁工程”课程

思政教学目标，从桥梁工程课程内容选择入手，优化教学设计，

评价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研究方案，并进行实践探索，

实践效果明显给课堂增添了新的内涵和价值导向，发挥出了“桥

梁工程”课程的应有的思政育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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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这一概念在 2014 年出现，其包括“思想政治理

论课”“专业课”“通识课”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

等关键词，而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桥梁工程》课程

在土木工程专业（路桥方向）培养方案中是一门极其重要的核心

课程，学生生涯工程素养能力的培养与该课程密不可分。在“桥

梁工程”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以充分发挥课程所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升价值引领的作用，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一、《桥梁工程》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桥梁工程》课程是专业的核心课程，其不仅实践性较强，

还需要紧跟现行规范、规程等。此门课程将为后期实践教学环节

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甚至研究生深造以及以后从事桥梁行业

相关工作提供扎实的专业基础。

《桥梁工程》课程思政教学，不能简单地将理解为“思想政

治教学”，应该包括桥梁行业中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逻辑判断、

工匠精神，体现正确的世界观，体现中国古桥的文化自信、弘扬

桥梁人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因此，《桥梁工程》课程思政教

学目标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知识和能力目标

通过学习《桥梁工程》课程，使学生熟悉桥梁设计的基本原则，

掌握四大基本桥型的理论知识、受力特点、构造要求、计算原理

及施工方法，结合课程设计与习题加深对课堂理论教学内容的理

解，重点掌握设计荷载的分类与梁式体系桥的内容。

同时，养成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全面思考问题的习惯，锻炼学

生解决实际工程结构问题的能力，为后续专业方向的科目学习、

研究生深造以及今后的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最终实现具有创新

能力的土建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目的。

（二）思政育人目标

在《桥梁工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掌握桥梁

方向相关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工程教育，把工

程人才的培养从强调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方向转移，最终实现对

学生的价值塑造。

具体目标可分为：

1. 情感价值传递

以古今中外桥梁历史人物如李春、茅以升、卡拉特拉瓦、李

国豪等的故事为思政情感融入，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家国情怀

和工匠精神等。

2. 工程案例启智

结合桥梁行业中典型工程和工程灾害事故两类“正反”案

例，通过行业典型工程如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科学观，在一系列的超级工程建成中培养其强烈的历史责

任感和工程人肩负的使命感，使其认识到以百年工程造福人类

和服务社会为目的，使其明白工程人崇尚科学、积极创新、勇

于创造是神圣的，同时以工程事故案例塑造学生在工程事故的

背后要有关爱生命、敬畏自然的价值观，真正实现道德与利润

的平衡。

3. 个人“小我”融入“大我”

包括《桥梁工程》在内的一系列工科课程担负着培养我

国交通人才和科技人才的重要使命，直接关乎国家建设交通

强国发展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因此，在讲授“桥梁工程”

专业课程时，一定要融入国家战略发展比如一带一路、交通

强国建设等，使学生在学习本课程知识的过程中，能够从政

治角度来审视和解决国家问题，从而，才能更好地发挥专业

课程的思政育人效应。

二、《桥梁工程》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一）课程思政内容选择

对于《桥梁工程》课程中，可选择的思政内容很多，主要分

为两个方面，即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在理论教学中，桥梁行业

中有大量的历史人物和工程案例作为思政的元素，比如，我国现

代桥梁的奠基人茅以升先生和其所主持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

以此，可以给学生传递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工程素养等思政元素。

另一方面，在《桥梁工程》实践教学中（认识实习、生产实习、

课程设计以及毕业设计），着重强调工程问题的协同解决，着重

培养学生作为未来工程师的基本素养的培养。

以下为部分知识点的思政融入。

表 1　桥梁工程课程思政内容优化

授课要点 思政融入点 思政预期成效

1
第一篇总论：第一

章桥梁发展动态

我国桥梁发展 - 工程案例：赵州

桥、玉带桥等
使得学生熟悉我国的古桥文化，培养工程素养，进行爱国主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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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篇总论：第一

章桥梁发展动态

人物和工程案例：茅以升和钱塘

江大桥
钱塘江大桥的建设背景，土木工程师的责任，进行爱国主意教育

3 第二篇混凝土梁桥 典型工程案例：重庆石板坡大桥 重庆石板坡大桥的建设背景，土木工程师的责任，进行爱国主意教育

4 第三篇混凝土拱桥 工程事故：湖南凤凰沱江大桥
以凤凰沱江大桥垮塌的事故，告诫学生对待生命心存敬畏，职业道德与素养，

土木工程师的责任

5
第四篇：混凝土斜

拉桥

典型工程案例：超级工程港珠澳

大桥、深中通道、苏通大桥等
掌握大桥的工程技术概况及技术难点，培养工程素养，进行爱国主意教育

6 第五篇悬索桥 工程案例：虎门大桥的交通拥堵
虎门大桥的历史背景切人，进行爱国主意教育职业道德与素养，土木工程师

的责任

（二）教学设计

在对课程思政的内容进行优化选择之后，就可以着重进行教

学过程的教学设计。

1. 课程学习资源建设

首先，《桥梁工程》课程的网络资源很丰富，教师可结合信

息化平台如个人微信公众号辅助学习该门课程，推送桥梁行业的

超级工程视频供学生观看，作为辅助的学习资源。

其次，可在平时的备课中录制与课程思政相关的微课视频，

以重难点为主，融入思政元素进行授课，尽量使得每节内容的时

间控制在 20 分钟以内，使学生不会感到疲劳、分心，更好地拉近

教与学的距离，有利于学习者进行学习和掌握，提高学习者在线

学习的积极性和趣味性。

最后，教师要在线下上完每一次课后，在微信公众更新相关

课程内容的重难点，以文章和思维导图的方式发送到平台上，以

供学生查看，同时公众号也会时常推送与该门课程相关的视频、

文章以及工程案例等，随时随地，达到课程目标与育人目标。

2. 学习评价的设计

通常教学评价主要围绕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随堂测试、期

末考试成绩等。教师可在布置习题练习和作业时，除了兼顾专业

知识的巩固外，可以布置一些开放性的习题，发散学生的思维，

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

比如，在本课程第一章绪论介绍完后，本人布置一道作业题为：

如何减少桥梁的事故，桥梁工程师们应当肩负怎样的历史使命？

题目较为开放，学生可查阅资料并结合自身的理解作答。结合此

类习题与平时的练习，构成学生的过程评价。

3. 教师研讨会与学生反馈

在进行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研讨会。通过研讨会，

教师可以及时发现专业教学中的不足，共商解决方式，促进专业

成长。另外，尤其要注重学生关于思政课堂的体会，注重以学生

为本，教师可通过调查问卷，开学生座谈会等方式，收集学生的

反馈信息，促进教学，从而全方位的达到课程目标与育人目标。

（三）《桥梁工程》课程思政改革实践效果

首先，从学生层面，教师在结课后对土木工程 2017 级路桥方

向的 68 位学生问卷反馈，92% 的学生认为课程融入思政元素学习

效果明显，同时支持此种教学改革；5% 的学生认为课程融入思政

元素学习效果一般；3% 的学生无感课程思政。

其次，从同行教师方面，教师在授课期间，相关教学督导旁

听此课程，并对教师的课程思政改革和课堂效果予以肯定。

最后，教师本人根据这一轮的授课，自我反馈与感受到的回

馈是良性且积极的。

总体而言，《桥梁工程》课程思政改革的实践效果是显著的。

三、结语

课程思政是新时期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宣传的前沿阵

地。在《桥梁工程》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进行课

程内容选择入手，合理结合课程思政优化教学设计，多角度进行

教学效果等以充分发挥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提升价

值引领的作用，最终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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