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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课程思政建设
——以汶川地震课程思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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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本文以汶川地震课程思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例，介

绍了《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课程思政资源建设情况。首先阐述

了目前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然后介绍了《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

课程的基本情况及课程思政的建设需求，给出了以汶川地震课程

思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特色的《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课程思

政的着力点与实施路径，旨在推进课程思政在土木工程专业课程

中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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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2 日北京大学召开师生座谈会，会上强调：要把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到整个人才培养体系，我们的教育要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政的目标

是把思政内容与课程内容相结合，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挥好每

门课程的育人作用。课程思政要求任课教师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

政元素，在授业解惑过程中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以有效的教学载体（案例等）传播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树立健康

高尚的人格。

自汶川地震发生以来，土木工程、地震工程等领域的专家、

学者开展了大量的震害调查、验证实验、数值分析等科学研究

工作，总结了丰富的抗震经验和策略。所涉及到的科学研究、

人物事迹等为《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课程开展提供了大量思

政元素，特别是汶川地震救灾过程所形成的“抗震救灾精神”，

都为课程思政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教

学过程中融合课程思政的要求，本文介绍了以汶川地震课程思

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特色的《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课程思

政的着力点与实施路径，旨在推进课程思政在土木工程专业课

程中的有效实施。

一、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职责认识不清

在一部分教师看来，大学是学术圣殿，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

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无需再下更多的工夫，应当把中心

和重心放在学术研究上。诚然追求学问是大学的天职，但不应该

把学术与意识形态完全分开，更不应该将教书与育人相分离。有

的教师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将意识形态放在一边，育人意识淡薄，

受评价“指挥棒”影响将精力更多放在科研上，“为天地立心”，

知识分子气节淡漠。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要做到业务里头

有政治。

（二）理解不深，疏于训练

教学过程是指师生在共同实现教学任务中的活动状态变换及

其时间流程。有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虽然存在思政元素，但无法

深入浅出地讲述思政内容，或者无法很好地将思政内容同课程内

容进行有机结合，使学生充分感受到学习专业知识的使命感与责

任感。传统土木类专业课程主要侧重于教授课本理论知识，而经

常忽略了理论知识背后的社会价值取向。

（三）授课内容不加辨别的“原汁原味”

在课堂上虽然有些教师提供了思政元素让学生在学习专业

知识的同时了解社会现实，但实际上这些思政元素早已过时或

者与专业内容的匹配度不高。学生只着眼于思政内容而忽略了

课堂内容本身。有些教师则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教学科

研，不对西方学术进行价值分析，而是所谓“原汁原味”吸纳，

甚至用错误的教育价值观影响学生。传统土木类专业课程思政

重形式、轻内容，思政创新程度不够，忽略了对学生思政问题

的重视。

二、《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课程基本情况及课程思政需求

（一）课程的基本情况

我国地震活动频繁，地震灾害严重，工程结构地震安全性问

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挑战。《工程结构抗震与

防灾》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阐述相关的地

震学和工程抗震的理论和知识，其中工程抗震涵盖与地基基础和

上部结构有关的抗震理论和设计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们将了解地震的危害性及其特点，了解抗震设计的重要性，掌握

概念设计与抗震计算的基本理论及主要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们将掌握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基本思路与主要规定，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并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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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和素质。

（二）课程思政的建设需求

地震对于建筑物具有毁灭性打击，而我国又处在环太平洋地

震带和欧亚地震带的交汇处，地震活动频繁，地震灾害严重，所

以建筑物的抗震与防灾设计就显得极为重要。将思政元素加入该

课程，有利于引导学生了解专业知识背后的意义，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增强心中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与此同时，引导学生了解

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和实际工程之间的联系，避免出现学生不知所

以然的情况发生，培养学生严谨踏实，勤于思考的学习态度，让

学生在今后的深造或工作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国成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添砖加瓦。

三、《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课程思政着力点与实施路径

（一）师资队伍建设

坚决落实好“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

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师资培训和交流研讨，培养传承高水平课程思

政师资。专业教师通过课程思政培训与交流研讨，在教授课程中

增加社会价值取向，拓展价值育人本领。

（二）课程资源建设

深入挖掘汶川地震中形成的思政元素，围绕课程建设主战场，

以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三类一流课程为载体，将课程思政充分融

入到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矩阵图如表 1 所示。根据课程的教学

内容，结合汶川地震思政元素、我国重大结构工程案例以及与教

学内容关联度较高的时事新闻，用生动的教学案例，师生共同讨

论感受和感悟，培养学生的爱党爱国、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以

国内外房屋结构震害问题为切入点，提出研究课题，培养学生的

探究精神以及严谨规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将学生分为学习

小组，共同完成工程结构抗震设计调研汇报，提高学生的团队协

作和创新创业能力。下面以《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3 个教学案

例来举例分析。

1. 案例一：掌握与地震相关的基本知识

思政目标：育家国情怀，铸使命担当。

案例及其意义：通过介绍汶川、唐山等地震中造成的工程震害、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情况，增强学生在工程设计和建设中严谨

规范的职业精神。以教师的自身经历讲述汶川地震中抗震救灾感

人事迹，并通过观看汶川地震中 15 名空降兵冒着生命危险空降四

川茂县的感人抗震救灾事迹的视频，激发学生爱国热情，体会众

志成城的抗震救灾精神。

2. 案例二：掌握工程结构抗震概念设计的基本原则

思政目标：追求真理精益求精，科技报国责无旁贷 。

案例及其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结构典型震害案例（例

如汶川地震中的典型震害、马那瓜两座高层的震害），阐述不恰

当的概念设计方案所造成的严重工程震害，培养学生在工程设计、

建设中严谨规范的职业精神。这些震害案例的总结离不开震害现

场调查，以 2008 年 79 岁高龄的大连理工大学林皋院士前后 6 次

赶赴汶川地震灾区、奋斗在科研一线的感人事迹为例，阐述土木

人奋勇向前、学以致用的家国情怀，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爱国奉

献的精神。

3. 案例三：砌体结构震害及其分析；抗震设计的基本要求

思政目标：爱国奉献，勇挑重担 。

案例及其意义：砌体结构作为我国城镇建设中广泛应用的一

种结构形式，在以往发生的地震中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震害。以

汶川地震中砌体建筑结构震害程度进行对比，阐述经过抗震设防

的砌体建筑能够取得良好的抗震效果，培养学生严谨规范的学习

态度和职业精神。以桑枣中学叶志平校长感恩事迹为典型，讲述

平凡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爱国奉献的精神，培养学生勇于担当社

会责任的人生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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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论 ● ● ● ● ● ● ● ●

2 第二章 场地与地基 ● ● ●

3
第三章 结构地震反应

分析及抗震验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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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多高层建筑钢

筋混凝土结构抗震设计
● ● ●

5
第五章 多层砌体结构

抗震设计
● ● ● ● ●

6
第六章 结构隔震、减

震与制振技术
● ● ● ●

7 创新创业教育 ● ● ● ● ●

（三）教学改革研究

以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教学创新大赛等为引领，推动课程思

政创新教学设计，重视省级以上高等教育研究、教学科学研究和

教学改革类课题申报和积累。探索适合学生特点和专业特色的教

学方法，要善于使用实际工程案例来阐述相对应的知识点，提升

学生的民族自豪和民族自信。利用信息化的手段，例如利用 AR

技术、虚拟仿真实验等丰富教学资源，以及慕课、雨课堂等教学

平台承载教学内容，拓宽学生学习途径和思想政治载体。加强熟

悉线上线下相结合教学模式，完成课前 - 课中 - 课后全过程的教

学实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四、结语

本文以《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为例，剖析了目前课程思政

所存在的问题，从课程特点及其课程思政的需求、课程思政着力

点和实施路径多个方面详细介绍了以汶川地震课程思政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为特色的《工程结构抗震与防灾》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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