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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时代下课程思政的教学思路研究

——以“建筑环境学”课程为例

叶会文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随着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随之发展起来，对于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建筑

环境学”为例对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育的路径进行了思考，包括了加强教师的观念创新和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以及发挥隐性

教育的特点。进一步完善了课程思政在课程中的实施，加强了情景教学法在课程中的应用，在课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和

“节能”两大关键词，紧跟时代发展，将“互联网”和“思政”结合，完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努力开创课程思政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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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随之发展起

来，并且对于社会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影响，信息传递速率的

增加，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发布信息人员的自由化，各

类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学生能够实时获取各类信息，也可以

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这些变化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学习、

生活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所以，许多学生已经把

网络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近八成的学生每天上网的时间

超过了 3 小时[2]。正是由于这样的发展，在这样一个信息大

爆发的时代，也给传统教育带来了冲击，新媒体拓宽了大学

生了解世界和掌握信息的广度与深度，但同时也伴随着不良

信息的输入，对于这些良莠不齐的内容，学生对于相关信息

的甄别能力有所欠缺。所以这对于学生的教育和培养同样带

来了新的挑战，随着时代的变换，进行教学方式的改革和优

化成为了必要的趋势。

2016年 12月 7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讲话，他提到：“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

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3]”教书和育人，一直以来都是分不开的，所以除了对

思政课程的进一步教学改革，将三全育人融入到专业课程的

建设中，在教授相关专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的引导学生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才能更好地推动对于学生的教育和培养。

2 “建筑环境学”课程建设

2.1 课程教学目标

“建筑环境学”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专业

基础课之一，包含内容广泛，学科交叉性强，包含了建筑、

环境、空气流动、声、光、心理和生理等多方面的内容。对

于学生的培养，育人和育才往往是不能分割的，所以将课程

思政融入专业课程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将课程教学目标

分为育德目标和知识目标。本课程的知识目标主要是建立在

“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将相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树立以

“可持续发展”为方向的建筑环境构建。对于本课程的育德

目标，从建筑环境的不同国家民族文化深入学习，使学生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更深的理解。引领学生正确认识世

界形势和中国特色。使学生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结合专业能力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有更深入的认

识。

所以对于本门课程，在知识讲授的过程中，融入价值引

导，培养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在理论与实际联系

的过程中，融入工程实例，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学以致用的重

要性；在课外主题的学习过程中，融入小组的分工与合作，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知识拓展的过程中，融入科学

研究与创新，促进学生的思考，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使命担当

和创新精神。各个环节紧扣，以此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

全方位培养。

2.2课程教学效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充分了解新时代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达到立德树人的教学效果。与此同时，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和文化自信；“少年强则国强”，培养学生主人翁意识，

将民族大义和个人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典型案例，灌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精益求

精”“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大国工匠精神，以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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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磨一剑”般的螺丝钉精神。进一步引导学生对未来发展的

思考，启发学生思考知识层面之上的个人价值、人生发展、

人类未来等更高层面的问题，培养学生的社会使命感、价值

感、哲学辩证思维等综合素质。通过课程思政的融入，使学

生对建筑环境学的发展与中国所处的新时代结合起来，使学

生具有使命感。

3 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育的路径研究

3.1 加强教师的观念创新和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

教师作为课程建设的主体，在课程思政融入专业课程教

育的路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于教师的要求，随着时代的

变化也一直在变换着，随着互联网和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教师更不能够固步自封，需要接受新鲜

事物实现观念创新。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可以发现当代大学

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强，思维活跃并且充满好奇

心，但是对于所接受内容的判断力不足，那么作为教师对于

学生的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积极获取新媒体所带来的信

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论是在课程的建设上和课堂的教

学过程中，还是对学生的教育中，引入新鲜的内容，才能够

加强和学生的有效交流，同时促进教学内容更加生动。

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内容，这对于教师也提出

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教师的言行和工作态度会在一点一滴中

对学生产生影响。所以，教师应当充分理解课程思政的理念，

同时加强对于教师进行思想政治素养的培养，围绕坚定的政

治信念，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积极向上的乐观

品质等来展开。在整个过程中，还需要逐步培养教师养成对

课程思政的主动学习和研究，做到将思政内容在课程中潜移

默化的渗透。

3.2 发挥隐性教育的特点，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

对于学生的教育，往往有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这两大类

型，显性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清晰明了，以灌输式为主，在传

统教育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思政教育方面，往往通过思政课

程来展开。而隐性教育则不同，通常是利用创建“环境”和

“情景”来展开，通过渗透式的教学方法，隐藏在不同的载

体中，让学生能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显性教育虽然目的

明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学生的排斥，所以将显性教

育与隐性教育进行有机结合是非常有必要的，思政课程和课

程思政并驾齐驱，两者相互补充，增强教育的生动性，扩宽

教育的长度和宽度，才能更好地引导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4 课程思政在“建筑环境学”课程中的实施

对于“建筑环境学”的课程教学设计也将围绕“线上线

下+专业知识+情景教学+课程思政”的思路展开。将课程思

政的内容隐性的融入课程教学中，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引导学

生，其实施方式按照以下五点进行展开。

4.1情景教学法在课程中的应用

对于建筑环境学这门课程，授课过程中，教学方法选择

情景教学法较多，通过情景创建，使同学们深刻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注重引导学生联系实际，通过实

例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和中国特色，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

使命。所以将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点进行隐性连接，在绪论

部分讲述建筑发展史时，从四大古国的知名建筑展开，引出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之后主要以中国建筑的发展进行讲解，

提及了商周时期的宫殿，就已经有了完整的排水系统，强调

建筑环境在整个中国建筑发展史上都备受重视，再以各个地

区的建筑来进行讲解，包括蒙古包建筑、吐鲁番地区的半地

窖式建筑、云南干阑竹楼、北京四合院等典型的建筑，结合

民族特色，将民族文化渗入到课堂教学，能够使同学们理解

民族团结，树立爱国情怀，同时引导学生对国家建筑环境、

节能建筑发展、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4.2在课程中融入“可持续发展”和“节能”两大关键词

课程围绕“建筑”和“环境”两大关键词展开，而这两

个关键词往往也离不开人，建筑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

产物，而室内环境往往和人密不可分，又会受到自然环境的

影响，所以在建筑外环境的讲解中，强调室内环境和自然环

境的关系，培养学生“人和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意识”。在

讲到建筑环境发展对人类的影响时，引入能源的消耗问题，

通过各种化石能源消耗的案例，例如 CO2导致全球气候变暖，

海平面上升可能淹没沿海城市，减少物种多样性；酸雨会坏

森林，酸化湖泊，危及生物等等，说明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现实意义，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以及可持续发

展的观念。

将“节能”的思维融入课程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时代在

发展，科技在进步，而我国也在节能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在

讲到建筑围护结构的热湿传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围护结

构的一些节能方法，对于墙体来说，我国有许多研究者在墙

体保温进行了研究，对于夹心保温来说，在课程讲解过程中，

提到了薛伟辰等[4]研究的一种新型夹心保温墙体，内外两侧

是钢筋混凝土，中间是无机保温层，利用纤维增强塑料连接

件，这种墙体具有良好的防火性能和节能效果，除了研究以

外，还提到了这些节能方式的实际应用，比如南京青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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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5]，将 GRC（以耐碱玻璃纤维作为增强材料，以水泥砂

浆作为胶结材料并加入适量集料组成的新型无机复合材料）

在建筑幕墙进行了良好的应用。通过这些实例的讲解，让学

生明白节能的意义，以及我国的研究者所做出的努力和付

出，培养学生的社会使命感。

通过这些实例，可以让学生对所学内容有一个直观的感

受，有助于对于抽象知识的理解，同时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学

以致用的重要性，在全社会所提倡的节能减排目标下，真正

地将理论和技术相结合，注重职业精神的塑造。

4.3 注重团队合作，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不是一个单一的个体，都与周围的

人、物、事产生联系，所以团队显得尤为重要。在建筑环境

学的课程讲解中，将围绕课程的研究领域，把学生分小组进

行课外的研究活动，给出一些可研究的内容或者让学生根据

所学自己提出主题，然后引导学生查资料，最后进行课堂汇

报。

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教师团队，在这里为了对学生更好

地分组进行小组活动和更好地引导，除了课程教师以外，在

教师团队中加入了辅导员，对比课程教师来说，辅导员对于

学生的了解更加全面，这样的全面性，不仅仅局限于学生在

课程学习上，更体现在学生的性格、表达能力和动手能力等

多方面的内容，所以为了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培养，教师团

队的建设也在随之改变。

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会遇到许多困难，那么需要引导学

生如何解决自己研究内容所产生的问题，引导学生如何更好

地协调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小组各成员的优

势，这里的优势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包括了性格、表达能力

和动手能力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个环节，逐步培养学生

的团队意识，注重小组成员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同时还能培

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4.4 将“互联网”和“思政”结合，完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

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得线上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得到

飞速的发展，利用网络平台的技术手段，可以对传统的线下

教学方式得以较好的辅助与补充，除此以外，学生对于手机

的使用率和依赖性增加。所以在“建筑环境学”的课程建设

中，引入了超星学习通来展开，超星学习通可以直接利用手

机使用的 APP，将超星学习通贯穿于整门课程的教学中。

为了更好地将线上线下教学内容进行融合，将教学过程

分为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来展开。第一个阶段是课前

阶段，通过超星学习通推送相关的学习资料，包括了课程的

PPT和视频，学生可以通过提出的教学目标进行课前预习，

但是这个阶段是比较难把控的部分，所以对于推送内容的时

长会有所控制，另外为了增加学生在这个阶段的参与度，会

根据每次课的内容和特点，提出一些问题或者在视频中穿插

选择判断题，让学生能够有一定的思考，对于教师来说，也

能够在课前对于学生的情况有所掌握；第二个阶段，也是三

个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利用线下的课程教学来进行展开，

会基于课前学生的掌握情况及时调整课程的进度和难度，对

于学生在上一个阶段产生的问题及时解决，同样会控制教师

讲解的时长，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增加课堂提问，让

学生能够有时间进行讨论分析，同时在课程中利用超星学习

通进行课堂互动的辅助，讲解完成后，再通过一些选择判断

题，掌握学生对于相关内容的理解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内

容小结；第三个阶段是课后阶段，通过超星学习通发送作业，

学生在平台上完成作业提交，同时学生也能够通过进行复

习。同时利用超星学习通或者 QQ 等与学生建立联系，增加

与学生的交流，及时掌握学生的情况，从而更好地引导学生。

4.5考核方式的调整

“建筑环境学”这门课程以前的考核方式是针对于课程

知识来展开，考核方式单一，通过课程思政在“建筑环境学”

课程中逐步实施，为了对学生进行更好的考核，进一步考查

课程思政的融合情况，将考核方式调整为期末考试试卷成绩

（占 50%）＋平时成绩（占 50%），平时成绩又分为了出勤

（占 10%）、平时作业（占 10%）、课堂参与（占 20%）、

线上完成情况（占 30%）、小组主题汇报（占 30%）。课程

结束后，根据学生成绩、学生对于课程教学反馈以及教务系

统的评教结果进行分析，适当地调整教学方式和考核方式。

5 结语

对于学生的培养和专业相关课程的学习，不只是让学生

获取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更应该将育人和育才真正融

合起来，在“建筑环境学”这门课程中，将课程思政融入课

程教育路径的研究中，加强教师的观念创新和思想政治素养

的培养，发挥隐性教育的特点，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

合，进一步加强情景教学法在课程中的应用，利用互联网下

的新媒体进行课程建设，真正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的要求，对学生进行价值引导，树立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

信，培养学生的使命担当和创新精神，同时将理论和实际相

结合，在全社会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节能”目标下，

将理论和技术相结合，注重职业精神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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