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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匠精神培养的水利类专业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 
彭英慧 1  马祥配 2 

（1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2山东省第八地质矿产勘查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高校是我国教育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更加专业且高级的技术人才，以便保
证社会对技术类人才的需求量，尤其是水利类专业的技术人才培养。在 2016 年时，李克强总理提出了“工匠精神”，在我国教育不
断改革的背景下，水利类专业的教师应该将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结合，以此培养当代学生的工匠精神，树立其正确的人生价值
观，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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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人才培养的三个核心问题：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各个高校要秉着以德树人的观

念，将思政工作结合在高校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全面实现三全育人。

身为一线教师更应该充分挖掘水利专业中存有的思政元素，并通过

思政元素的灌溉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将无形且具有工匠精神的

思政教育结合至有形的水利专业课程中，以贴合学生的实际将其呈

现出来，全面发挥该专业的思政教育能力，二者共同发力产生共振

效应，为学生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水利类专业思政教育与工匠精神结合的有效性 
水利工程是我国建设的基础产业，身为一名中华儿女必须具备

的精神就是工匠精神，但当前很难从我国公民中看出什么是工匠精

神，但并不代表我国公民心中没有工匠精神，只是没有在每个人的

心中生根发芽，直接说明，就是当前大多数公民都没有意识到工匠

精神的重要性[1]。可见，培养当代学生工匠精神的重要性。 

要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了能够促使我国不断发展，

逐渐转向强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但另一方

面，在当前水利专业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并没有意识到利用课程

中存有的思政教育向学生传递什么是工匠精神。然而实际上具有思

政教育的水利专业课程，对于学生而言并没有较大的吸引力，这也

造成了培养目标与教学实际相违背的结果。身为一名合格的大学

生，应该主动承担起自己的职责，以及自己在社会的责任，积极形

成社会核心主义价值观。为了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教师突

破传统水利类专业的教学模式，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将工匠精神

体现在课程的思政教育中，对学生的信心与恒心进行培养，全面促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价值观，脚踏实地，努力适应社会发展。 

二、工匠精神背景下水利专业思政教育途径 
（一）制定课程目标 

水利类专业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学生掌握水利工程领域

的专业知识，了解水资源和水文之间的联系，通过各类课程的学习，

逐渐懂得水利工程中一些较大建筑的构成等内容，以此培养学生分

析和解决实际水利工程问题的能力。通过了解水利类专业的内容，

逐渐形成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感，再通过对学生进行的思政教育帮助

其具备工匠意识[2]。 

（二）完善课程教学体制，树立课程思政理念 

“欲立事，先立心”，教师是立德树人的关键人物。不管教师

在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还是理论教学，都要主动将思政内容结合其

中，为学生做好关键性引导。并结合工程教育认证，仔细研读毕业

中的 12 条要求，其中包含职业规划、个人和团队、终身学习等，

这对于学生而言并不是专业技能上的要求，已经涉及到了学生的精

神层次上，这也以另一种方式为学生进行了工匠精神的要求[3]。水

利专业的课程，加上思政教育的辅助，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工匠

精神。 

（三）创新教育观念，积极改进教学手段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秉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灵

活使用多变的教学方式，利用线上、线下的教学方式让学生除了在

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感受到思政教育中蕴藏的工匠精神，还可以通过

线上学习体会思政教育，全面提升水利类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质

量。 

（四）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内容进行多角度结合 

为了全面体现出什么是工匠精神，教师可以在水利类专业课程

中多角度结合思政内容。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水利工程相结合。

比如，白居易除了是众人皆知的诗人之外，更是一个治水观吏，他

看到每当夏天洞庭湖的：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的现象，便滋生

了治水供民生的愿望，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农民带来安详的

生活环境[4]。若不是白居易先生具有伟大的工匠精神，又怎会滋生

这样的想法。从古至今，我国人民对待水利类工程都保持着一致的

信念。在我国最高的学科技术称号就是——院士，这为终身荣誉。

授课中做到“一工程，一院士”，结合课程中的主要内容重点介绍

具有杰出贡献的院士，传达“为人正，为学严，为师贤”的风气，

利用榜样的引导，树立学生良好的思政理念和工匠意识。 

（五）强化课堂管理，纠正学生行为 

当前大学生仍处于行为养成阶段，对于新鲜事物都有着强烈的

好奇心，再加上网络的发达，很多大学生在离开父母的管制之后，

逐渐走向了不良方向，这对学生今后的发展会造成不利影响[5]。因

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加强课堂的管理，及时纠正学生的不

良行为，积极利用思政教育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意识到自我规范

的重要性，进而形成积极为人处世的态度。 

结束语： 
总而言之，水利类专业的学生决定了我国今后水利工程的发

展，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应该建立在水利专业课程的基础之上，积

极培养学生正确的道德意识观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另外，对于

高校学生而言，思政教育是一门必修内容，其中传递的不仅是正确

的三观，更是积极的工匠精神。对此，为了在当前时代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职业道德，以及社会价值观，教师应该积极在水利类课

程专业中融入思政教育，通过不同角度为学生传递工匠精神，使其

在自身内心种下工匠精神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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