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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背景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创新创业”是社会进步的

永恒动力。课程思政与双创协同育人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

措，也是教育回归本职功能的需要。新时代背景下，在专业教育中

有机融入思政教育，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拓宽大学生的教育路径，助力高水平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

满足科技需求和社会发展对新工科人才的需要，是新时代教育理念

的创新和升华。 

为适应时代的发展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以土木工程

专业力学课程为代表的专业基础课程，不能再限定于题目的解答、

概念和公式的讲解与传授，而是要以价值塑造为引领，在知识传授

的同时，注重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与塑造，创新思想和创新

能力的激发和拓展。但是力学课程因其理论性较强、计算较多，基

于“双创”能力培养的力学课程课程思政路径研究还比较少。教师

在力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将知识讲授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引领方面结合得并不紧密，思政育人的作用发挥得并不显著。 

1.“双创”能力培养的目标 

本文主要以土木工程专业力学课程课程思政为例，挖掘力学课

程中蕴含家国情怀、社会责任、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工匠精神、

协作精神、工程伦理等思政元素。在教学过程中将思政元素巧妙融

合到教学内容中去，引导学生思考力学问题的同时，润物细无声地

介绍力学发展对科技发展的作用，学习力学家们的爱国精神和敬业

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既要树立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的科学思维方

法，又要在力学课程的演变和应用中树立创新思维方法，培养学生

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

升创新能力，逐步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爱国情怀，落实立德树人

这一教育目标。具体目标如下： 

（1）立足职业道德和法律观念，培养职业精神 

在结构力学课程学习中融入思政元素，坚持“育人为本，德育

为先”的原则。通过大国工匠、力学先辈的故事进行德育渗透，引

领、熏陶和培育学生的职业意识，教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强调

学生道德品质的教育，侧重于使学生成为道德高尚、具有崇高职业

精神的人，为新一代“大国工匠”奠基。 

（2）立足专业知识运用，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通过工程案例和力学知识的结合，学生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与

技能去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培养基

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扎实，又有较强的专业知识运用能力的应用型工

程技术人才。 

（3）立足行业发展，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结合力学知识在古今建筑行业的运用，培养学生在工程实践中

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参加创新创

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将理论所学投入到创新应用去中。培养学生

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2.力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为实现培育创新精神、激发创业意识的双创教育目标，培养思

想品格优良、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扎实、创新意识强烈，具备工程

实践能力的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力学课程从爱国主义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与法制教育、工匠精神培育、美学鉴赏等

方面挖掘思政元素。这些思政元素是隐性的，通常蕴含在工程背后

的人物故事中、工程结构的设计理念中、工程结构的施工过程中等，

这就需要教师深入的去挖掘，并进行加工和利用，精心地设计到教

学过程中去。本文作者主要结合自己在力学教学中的实践，谈谈思

政元素的挖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代表建筑的结构形式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大批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

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故宫展现了宫殿建筑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最

高水准，凭借榫卯交结、斗拱支架等建造技术，塑造了造型美观、

结构坚固的这一惊世杰作。近代实体类建筑的代表三峡大坝是现在

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和生态

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益。造型新颖、构思独特的

壳体结构国家大剧院，堪称传统与现代、浪漫与现实的完美结合。

国家大剧院壳体结构由一根根弧形钢梁组成，重达 6750 吨的钢铁

天穹没有一根柱子支撑，完全依靠自身的力学结构体系来保证安全

稳定。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作为膜结构的完美体现，无论是外形设

计的美感呈现，还是内部结构的设计、施工，再到光亮如初的外覆

膜都是难度极大的创新，其方形造型与圆形的“鸟巢”相互呼应、

相得益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建筑功能的完美结合。世界第一高输

电铁塔——舟山 500 千伏联网输变电工程 380 米高塔，刷新了桁架

结构的新高度。被英国《卫报》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

港珠澳大桥在建设过程中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不仅代表了我国桥梁

先进水平，更是我国国家综合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体现。通过以

上工程案例的展示，让学生了解我国在土木工程领域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学习我国人民大胆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怀，树立学生的强国志向，同时这些伟大工程中体现出来建

筑之美、力学之美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之美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审美

素养。 

（2）先进人物的光荣事迹 

学习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周培源先生

入则秉真坚锲求索，出则不殷享利的人生态度，举例周先生在人才

培养方面注重学生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引出思考和创新的重要

性。独立思考，探寻个中因果奥妙是作为学生所必须，也是做出成

果的关键环节。复制出不了成就，创新才有成效，鼓励学生思考和

创新。讲述我国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先生年少立志救国、海外研学十

六载，新中国成立后抱着科技救国的思想冲破美国的重重阻扰，毅

然回国，扎根大漠，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呕心沥血、上下求

索的爱国精神；在不幸罹难时仍将国家核机密文件死死抱在怀中，

为我国的核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奉献精神。学习科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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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奋的工作精神、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奉献精神，

培养学生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

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结合力学在地上地下工程、抑或航空航天工程

中的应用，指出结构能否安全、可靠地工作，与力学计算密不可分，

结构构件的设计、制造、施工、运行和保养工作中所遇到的强度、

刚度、稳定性等问题均与力学密切相关。引导学生广泛查阅资料，

积极探索力学的奥秘，培养学习兴趣及创新精神。 

（3）先进的设计理念 

结合古今建筑，举例在建筑设计中呈现出的先进设计理念。据

桥梁专家茅以升在《桥梁史话》中介绍：宝带桥将全桥拱圈，用与

桥同宽的长条石，将整个拱圈分成若干隔间，在每个隔间内，用块

石砌成一片片的弧形短拱，各片合拢，拼成短拱，与长条石一起，

拼合成为整体拱圈。宝带桥的拱石，创新应用了木结构中的榫卯连

接，即每块石块之间，均用榫头及卯眼拼接，因而在受到压力时，

可以微微移动，将不平衡之力，自行调整。由于卯榫具有铰接作用，

用这种块石砌成的拱，名为“多铰拱”。宝带桥这一独有的营造做

法，既利于大桥的长久保存，又能使古桥的形式秀美轻巧。利用几

何不变体系的组成规则分析宝带桥的结构组成，培养学生运用专业

知识分析土木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学习宝带桥榫卯连接的应

用，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揭秘应县木塔屹立千年不倒的奥秘，

“暗摆柱”先进的隔震减震设计对大空间需求的现代建筑具有巨大

的指导意义，丰富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探索上

海中心大厦“龙型”方案的奥秘，该方案既传承了我国传统文化，

也体现了现代中国蓬勃的生机，盘旋上升的造型有利于缓减建筑周

边的风力，减轻结构重量，降低结构造价。带领学生了解上海中心

大厦“落选”的 18 个设计方案以及“龙型”方案优化的过程，激

发学生的创新活力。 

（4）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不仅是职业素养的要求，也是良好品质的代表。它是

心怀匠心，以巧妙的心思进行创新；它是铸造匠魂，以高洁的品德

坚守本心；它是守护匠情，以深厚的情怀面对工作；它是实践匠行，

用求实的态度苦心耕耘。学习工匠之祖、发明大家鲁班留心观察日

常生活，从生活中汲取知识，在实践中获得灵感、发展才干，不断

改进、创新自己的工艺和工具，发明了锯子、墨斗、石磨、锁钥等

工具的故事。学习他在实践中认真观察、思考，不断自我提升的要

求激发他不断创新的思想，精益求精的钻研使他成为建筑行业的先

师，广为后世称道。结合建筑工程的设计者与建造者所涌现出的爱

岗敬业、耐心专注、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等精神，培养学生树立起

对职业的敬畏感、对工程负责的态度，遇到工程问题时善于思索的

精神。 

（5）科学精神 

力学的学习离不开内力图的绘制。内力图是结构内力分布的直

观表示，能够表示结构上各截面弯矩、剪力和轴力变化规律。内力

图通常是以杆轴线为基线，在垂直于杆轴的方向量取纵坐标表示该

截面内力值。要求学生按照比例、规范绘制内力图，培养学生严谨、

认真的工作态度。举例悉尼歌剧院，其贝壳造型与周围的自然环境

相得益彰，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为达到这一建筑造型，结构设计

经历了数次论证，历时将近十年的时间，开创了计算机辅助设计的

先河，终于实现了建筑方案的落地，从此内力图的绘制可以借助计

算机软件来完成，培养学生运用创新思维方式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

方法。 

3.教学过程的实施与考核 

教师作为践行教学活动的实施者，教师的思政意识和思政能力

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实施具有主导作用。教师要有育人意识与育人能

力。思考“为谁培养人才，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把学生培养

成人才”这一深刻教育教学问题，在教学过程具有强烈的课程思政

自觉意识，积极主动的把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去，做到专

业课与思政课同向同行。 

针对发掘的思政元素，基于“双创”能力培养，从教学目标的

确定、教学设计、教学情景的创立、教学评价四个方面，积极探索

课程思政路径。在教学过程中从学科内在逻辑出发、从学生关心的

现实问题入手，进行精心的教学设计，将挖掘出来的思政元素无痕

的“融”入教学内容中去。课堂教学过程灵活运用工程案例、问题

探究、翻转课堂、引导启发等教学方法，让课堂“活”起来，在实

践和体验中，无形中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爱国情感进行

了塑造，激发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人文素养、训练学生科学思维。

例如在结构力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问题讲解时，先明确结构的概念，

举例在建筑工程领域常见的结构形式并列举我国古代和近现代有

代表性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如故宫、三峡大坝、国家大剧院、水立

方等。通过案例展现中华民族的建筑成就，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

民族自豪感，激励学生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积

极地投身到土木工程行业的发展。同时引导学生发现建筑中蕴含的

美，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思想的教育着力于灵魂的唤醒与培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

追问学生了解了什么、知道了什么；更重要的是通过工程案例和工

程实践学生懂得了什么、体会到什么，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

并以此获得融入社会、奉献社会的能力。学生作为最直接的学习者、

感受者、获益者，可以从学生实实在在学习到的内容进行。通过课

程阶段性学习展示汇报、心得体会、考试、跟踪调查等方面进行评

价，考查学生的家国情怀、理想信念、职业道德与法律意识、心理

健康状况、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意识；美学素养等。 

4.结语 

本文针对力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教学过程的实施与考核分

别做了论述。在枯燥的力学计算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增加了课

程的立体感和画面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工程

实践能力，陶冶了学生的道德情操、激发了创新、创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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