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3

2024 年第 6 卷第 3 期

教育论坛

课程教学

《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课程教学思政元素
设计与融入

占宝剑　隋莉莉　洪舒贤　王耀城 * 

（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 针对目前高校新工科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问题，重点探讨了如何挖掘《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将

其与专业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融合。通过案例教学、情境模拟、互动讨论和实践教学等方法，引导学生建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满意度较高。文章反思了理论与实践结合、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

融合、学生接受度把握以及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的问题，并强调了在专业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的重要性，以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土木

工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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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是土木工程专业领域的重要专

业核心课，主要教学内容以结构试验和检测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

识为重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全面掌握结构试验

和检测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以适应土木工程设计、施工、检测鉴

定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在结构工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等方

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持续加强

改进、不断向上向好的态势下，思政教育的具体实施在专业课程

教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土木工程作为实践性极强的专业，《土

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课程不仅承担着传授专业核心知识的任

务，更肩负着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使命。当前，如何从专业课程

的理论知识中挖掘思政元素，并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有效植入，最

终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已成为思政教育改革的

重要课题。

本文旨在基于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的理论知识和试验操

作，挖掘教学过程中涉及“原理”“技术”“设备”和“方法”

等内容中的思政元素，进一步探索将课程思政元素和专业课程知

识点进行有机融合的教学策略，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家国

情怀、民族自豪感、法制意识、社会责任、工匠精神等思想政治

元素有机融入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社会责任意识，潜移默化，思政与育才同时进行，相互促进，在

实践中探索课程思政，为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土木工程专业人

才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是一门以试验为手段的科学，要求

学生掌握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学

习如何对工程结构进行性能评估和安全鉴定，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和创新思维，以适应现代土木工程的需求。教学内容涵盖了土

木工程结构试验设计原理、静 / 动力荷载试验、模型试验、结构

无损检测以及试验数据处理等理论知识，以及电阻式应变片粘贴

与测试、回弹法测试混凝土强度、钢筋定位 / 保护层厚度 / 锈蚀状

态测试以及简支钢桁架弹性形态试验等试验操作。因此，该课程

的思政元素来源应针对试验方法的理论基础、仪器设备的工作原

理、测试技术的更新迭代、试验操作和数据处理的科学严谨等方面，

围绕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对教学内容分解和提炼，分析和挖掘每

一知识单元蕴含的思政教育源，从教学内容所涉及的家国情怀、

工程素养、职业伦理、个人品质、创新能力等角度科学深入地挖

掘各类型的思政元素；并根据授课分配时间，凝练课程思政教学

要点，总结出相应的思政映射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课程思政元素

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 思政映射点

建 筑 结 构 试 验 的

任务、目的、分类；

建 筑 结 构 试 验 的

发展

基于土木结构工程试验的重要性，

帮助学生建立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工

程问题的使命感，激发其职业道德

素养和爱国主义情怀

家国情怀

责任担当

职业理想

结 构 试 验 设 计 的

基 本 流 程； 结 构

试 验 设 计 的 基 本

原则

结构试验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科学设

计和系统规划，以此引导学生建立

作为科研人员 / 工程师应具有的客

观严谨的科研素养、实践创新的工

程思维

科研素养

职业素养

应 变 测 量； 惠 斯

通 电 桥 的 测 量 原

理及其基本桥路

应变测量技术涉及到力学、电学、

材料学等多学科知识，促使学生理

解学科交叉的知识体系对揭示自然

现象本质的重要性

工程思维

创新能力

结 构 动 载 试 验 的

加载设备与方法；

结构疲劳试验

构件的疲劳破坏最大应力远低于材

料的静力强度，引导学生理解锲而

不舍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的“实

干精神”

时代精神

个人品质

试 验 数 据 的 统 计

分 析； 试 验 数 据

的误差分析

结构试验结果的误差不可避免，分

析误差产生的原因才能提升下一批

次试验结果的精确性和可信度。以

此告诫学生要秉持实事求是、去伪

存真的科学态度

科研素养

职业伦理

土 木 工 程 结 构 无

损 检 测 基 本 方 法

概 述 及 其 基 本 原

理

结构安全维护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性，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职业素养

责任担当

二、思政元素植入的策略与方法  

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是实现课程思政的重要途径，这要

求教师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有意识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容，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形成以下

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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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教学：选择具有思政教育意义的案例进行分析，

如工程事故案例的调查、社会关注的工程问题等，通过案例讨论

引导学生思考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技术的实际意义，培养学

生的工程伦理道德。

（二）情境模拟：设计居民房屋质量检测模拟情境，让学生

扮演业主、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人员、房屋质量检测技术人员、工

程建设人员、开发商等角色，引导学生在面对道德和法律挑战时

做出决策，增强其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三）互动讨论：通过提出引导性问题，鼓励学生就知识点

涉及到的思政元素进行讨论，激发学生的思考和辩论，促进批判

性思维的培养。

（四）实践教学：在试验操作教学过程中，强调实验安全规

则，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感，让学生理解遵守规则的重要

性；鼓励学生在实验中进行团队合作，培养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同时强调集体主义和个人在团队中的作用；鼓励学生在实验中提

出创新想法，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这些方法，土木工程结构实验教学不仅能够传授专业知

识和技能，还能够有效地融入思政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与反思

（一）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项目以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2020 级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为调

查对象，以不记名方式发放调查问卷征询学生对《土木工程结构

试验与检测》课程思政教学的满意度评价情况，此次问卷调查共

收回有效问卷 62 份。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学生对《土木工程结构

试验与检测》课程思政教学的满意度评价情况如下图 1 所示。项

目实施过程中，学生《对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课程思政教

学的总体满意度较高，其中，对教师个人思政素质和思政教学形

式满意度均超过 90%，思政教学内容有待进一步提升。在调查问

卷问答中，部分同学希望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历史文化和创新能力

元素，进一步完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二）课程思政教学反思

1.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

图 1 课程思政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

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是一门注重实践的课程，其中涉及

到大量的实验操作、数据分析和工程应用。在思政教学中，如何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能深刻

理解和体会其中的思政内涵，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2. 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的融合

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的课程内容主要涉及结构力学、材

料力学、结构检测技术等专业知识。要在这些专业知识中融入思

政元素，如工程伦理、社会责任、安全意识等，需要教师在备课

时进行深入挖掘和巧妙设计。如何使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自然融

合，不显得突兀和生硬，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点。

3. 学生接受度的把握

学生的接受度是进行思政教学的关键。不同学生的知识背景、

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存在差异，对于思政内容的接受程度也不尽

相同。如何在教学中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使思

政教学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4.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传统的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教学方法往往侧重于知识的

传授和技能的训练，而对于思政教学则显得力不 从心。因此，教

师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如采用案例教学、小组

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提高

思政教学的效果。

四、结语

基于多年土木工程结构试验与检测教学实践，本文从教学内

容中的思政元素深度挖掘，到专业课中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再

到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反馈与反思，详细阐述了《土木工程结构

试验与检测》这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开展思政元素设计与融

入。鉴于该课程是一门高度专业化的课程，涉及大量的技术细节

和操作规程，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中需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问题，在专业知识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结合学生的实际情

况因材施教，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方可将学生培养成为具备专

业知识、专业能力及专业素养的土木工程应用型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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