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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工程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施研究
——以《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实务》课程为例

杨陈慧　杨甲奇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融合思政内涵于课程内容，有助于构建知识传授，教

师要挖掘专业课程思政要素，在课堂授课的同时进行思政教育，

培养全心全意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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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思路

图 1   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可从基于学院的办学定位和专业群的培养定位进行梳理，明

确课程思政建设方向和重点。如图 1 所示，《工程招投标与合同

管理实务》课程以凸显交通特色，立足成渝双城经济圈，服务川

藏通道，面向东南亚输出四川交职复合型人才，彰显四川交通思

政特色，为课程思政建设定位。通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传递，

将建设目标确定为：会做人，树“三有”原则；能做事，练“四心”

素养；善管理，铸“三精”品质；精建造，扬大国品牌。

二、构建课程体系

首先梳理课程支撑的岗位能力要求，再对接岗位能力需求，

确定典型工作任务，如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是资料员、造价员、招

投标人员、合同管理员和监理员等岗位群的支撑课程之一。对接

岗位能力需求，课程按招标 - 投标 - 合同签署 - 合同履行 - 合

同结算 - 索赔与纠纷处理流程构建课程体系。依据学生认知与能

力递升规律，设置“课程识读与岗位技能准备 ——简单项目招标

实操——较复杂项目实操投标实操——复杂项目合同价款调整实

操——复杂项目索赔综合实操——学习反思与改进”，6 个学习

模块，通过树“三有”、炼“四心”、铸“三精”，形成大国建

造素养。

图 2   课程体系

三、课程资源建设

应先从制度指引到思政浸润，再到成果转换，育人先育己，

做好整体规划。

基于专业岗位能力要求，挖掘思政元素有四条路径。

一是会做人做好事；

二是关注社会热点，找准社会责任；

三是实现民族复兴，体现自我价值；

四是输出中国技术，展现大国情怀。

通过“校校”“校企”“师生”共建，形成“校校”课程思

政资源共建共享，“校企”课程资源共建共赢，师生课程资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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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代建”，学生优秀成果随时入库的教学资源建设模式。

四、基于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完成活页式课程思政教材改革

以《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实务》课程为例，该课程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的推进、BIM 技术与建筑工业化的推广以及 2017 年

以来系列招投标新规的同步实施要求，结合教育部课程思政的要

求，通过实践专家谈会、现场走访调查等多种方式完成了编制。

本书基于对资料员、招投标人员、合同管理员、监理员等岗

位典型工作任务的分析，将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职业素养以

及工作中容易出现的实际问题都融合在具体的工作任务中进行，

每个工作任务都有明确的需要提交的成果和评定的依据，每个任

务之后都设置了思政论坛。

按照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结合、操作技能考核和应用知

识考核结合、个人成绩与小组成绩相结合的设计理念，将上述目

标融入考核条目，成为实现目标的保证性措施。

学生通过工作方案的制订、任务的实施、问题的处理，形成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项目实践中学习和加深对相关专

业知识、技能的理解和应用，提升职业素养，从而满足学生综合

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生涯发展的需要，为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提供坚实基础。

五、课程实施

（一）实施路径

将思政元素按“树立—初识—锤炼—铸造—弘扬—诠释”的

递进路径，融入教学内容。将思政目标按学习行为、职业行为、

学习成果三个维度分解到课前、课中、课后两个课堂。

落脚到教学每个环节。通过四个步骤（典型案例，看经典；

模范事迹，学典范；理实一体，做模拟；成果转化去实践），融入“三

有四心”，帮助学生完成从课程思政认知认同 --- 课程思政情感

内化——课程思政行为三个转变。

图 3　课程实施规划

（二）实施体系

建立“教师 - 助手 - 组长 - 组员”一个帮学体系，强调帮扶合作，

树立“三有”原则；构建“自学、探学、导学、帮学、督学、补学、

促学”七种学习方式，鼓励探究创新与团队协作，锤炼“细心、恒心、

精心、责任心”。

在教学中，教师以身作则，师生共同践行“三有四心”，培

育两路、工匠和契约精神。基于质量诊改思路，设计教学监控体系，

动态反思改进。形成“教学组织—教学实施—质量监控—反思改

进—评价成效—成果反哺”完整的教学运行流程，确保教学目标

实现和教学效益最大化，实现“三有四心”的思政目标。。

（三）德智体美劳全面夯实，构建多元评价体系

整合行业标准、“1+X”考评大纲、学生技能竞赛标准、思

政目标，将德智体美劳要素融入知识、能力、素质三个评价维度，

7 个一级评价指标，验证教学目标达成度。采用自评、互评、师评、

企业评、业主评五种评价方式。通过线上和线下评价相结合，完

成过程评价与集中评价。学生可以在学习通平台学习记录栏目查

阅线上各项学习所得经验值、学习进度和学习总得分。学习银行

储蓄值排名前 10 名的学生将得到课程的特殊徽章和奖励。

图 4　课程评价设计

将思政目标按学习行为、职业行为、学习成果三个维度进行

分解，督促学生自查。

图 5　思政目标自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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