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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一、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

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传统的授课方式一般重视专业技能知识，而忽略思

政教育方面。这就导致了很多毕业生在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

中缺乏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创新能力也有所欠缺。因此，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再能满足教

育需求，思政教育逐渐引起人们重视。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课堂，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当前教育的关键问题。

大力推广课程思政教育，并不意味着忽略专业知识本身的学

习，而是要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相互融入，切忌生硬死

板，使学生们在专业知识得到提升的同时，人生观和价值观

也得到正确引导。以《砼工艺学》为例，这门课程是无机非

金属材料专业学生的主修专业课程，在现代工程建设过程中，

混凝土作为一种建筑材料被广泛地使用，深入学习和研究混

凝土对于人类发展进步的意义重大。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应该

要注重强化学生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

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掌握与时俱进的先进科技

手段和方法，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贡献力量，培养家国

情怀。

二、《砼工艺学》课程的内容和特点

《砼工艺学》作为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必修课程之一，

介绍了现代混凝土的知识体系，包括混凝土概述、水泥、矿

物掺合料、骨料、化学外加剂、混凝土拌合物性能、混凝土

力学性能及耐久性、配合比设计等。课程通过对水泥与混凝

土工艺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检测方法的讲授，使学生掌握水泥

与混凝土材料生产工艺、施工工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

原理和基本方法，使学生能够掌握土木工程中水泥和混凝土

施工、检测。通过学习混凝土材料与工程的新知识、新技术，

使学生们毕业后能尽快适应现代化工程建设的需要，并为混

凝土新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做出贡献。深刻理解材料工程师应

该承担的责任，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该课程的最

大特点是实践性强，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验技能和动手操作的能力，加强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会记录实验数据，整理实验报告。

如在学习了配合比设计的基本原则、步骤后，组织学生完成

不同工程要求的混凝土强度的试配，模拟实际工程的试验程

序，从混凝土强度设计、和易性选择、原材料性质的检测，

到混凝土配合比的计算和试配，最后进行混凝土强度检测。

在此过程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合作

能力，锻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程和行业规范相结合，

培养学生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三、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的方法与案例

1. 与生态文明建设、节能减排结合。2007 年被爆出的

武广铁路使用“假粉煤灰”事件，原因在于粉煤灰资源匮乏、

供应不足。为了解决我国粉煤灰资源分布不均匀，许多地区

供应量不足的问题，无数专家学者潜心研究，经过反复试验

发现石灰石粉可以作为混凝土矿物掺合料的组成部分应用于

混凝土中以补充粉煤灰的供应不足。利用石灰粉代替水泥在

降低造价成本、减小混凝土水化温升，在降低单位体积用水

量，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有突出作用。

这一发现不仅解决了我国粉煤灰资源不足的局限，也能缓解

由于加工生产粉煤灰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符合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宗旨。

在讲授混凝土技术的发展重点和方向时，提到我国正处

于基础设施建设高峰期，混凝土与水泥制品用量巨大。因此，

混凝土产业的持续发展关系到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对我国

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保护具有重大意义。大力发展绿色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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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技术，充分展现了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支持，以及

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在讲授硅酸盐水泥的发展历史时，提到近些年来，我国

水泥产量急剧增长，不到十年的时间，水泥产量已经增加了

好几倍，但是生产水泥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与能源，并且排放

出大量二氧化碳气体，严重污染环境。人们逐渐认识到，混

凝土中并不是水泥越多越好，适当的控制水泥产量，以实现

节能减排、绿色低碳是当务之急。

在讲授水泥相关标准及发展趋势时，20 年来，为了与

国际接轨，我国水泥的标准修订过四次。以强度为第一需求

导致的结果是，为了使水泥颗粒更细，水泥厂增加了粉磨的

能耗；掺用外加剂，降低了混凝土长期稳定性和耐久性。这

违背了我国注重节能环保，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初衷。因此，

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将水泥熟料、矿物细粉、外加剂、

石膏在水泥厂实现胶凝材料一体化生产，将会成为今后水泥

产业的新型发展方向。

2. 与创新进取、报效祖国的使命与担当精神相结合。新

冠疫情期间，武汉火神山与雷神山医院的建成仅仅用了十余

天的时间，在如此神速的建设背后，除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外，

也离不开新技术的支撑。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医院的建设，

均采用了行业最前沿的装配式建筑技术，最大限度地采用拼

装式工业化成品，同时，在外部拼接后进行整体吊装，将现

场施工和整体吊装穿插进行，大幅减少现场作业的工作量和

时间，实现了效率最大化。此外，类似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

这样的装配式建筑绝大多数还可以重复利用的，除了部分连

接件需要修复外，主体只需要做正常的保养和简单维修后均

可再次使用，是国际认可的绿色建筑。

3. 与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与国共休戚的荣誉感和使命

感相结合。港珠澳大桥于 2018 年 10 月建成通车，它极大缩

短了香港、珠海、澳门三地间的来往时间，促进了三地的经

济快速发展，是中国从桥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的里程碑之作，

被英媒《卫报》称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它不仅代

表了中国桥梁建设的先进技术水平，也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充

分体现，更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密切合作的重大成果。

它在建设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最艰难的便是沉管的浮

运和沉放问题。

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由 33 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沉

管对接而成。隧道沉管在岸上预制好之后，用钢封门将两端

封闭，沉管浮在海面上，拖到施工海域，然后再下沉到海底

对接安装。由于沉管体积庞大且重量很大，加上水文情况、

水道宽度的限制，以及沉放时对精度有很高的要求，沉管的

浮运和沉放属于施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技术。

为确定拖拽力，工程师开展的管段拖曳阻力模型试验，

确定管段及管段组合体的拖航阻力，并以试验数据推算推拖

拽力和拖船的数量和所需功率。为避免过度沉降，保障安装

精度，在每个沉管安装之前，先开挖一条海底隧道基槽，基

槽挖好后打挤密砂桩，然后在基槽上铺块石并夯平，创造一

种新的复合地基，使沉管的沉降值大大缩小。

港珠澳大桥的建造过程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无论是从

建设理念、设计思路、材料使用、施工技术还是建设管理，

无不蕴含着大国工匠精湛的技艺和创造力。在课堂教学中可

以使用此案例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培养学生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与国共休戚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4. 与哲学及人生道理相结合。在讲述不同品种水泥的适

用范围时，可以引申到：我们社会需要各个层次、各种能力

的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点和长处，只要我们都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建设者。在讲述不同化学

外加剂的分类及用途时，可以引入我国几个著名工程在建造

过程中的外加剂使用情况，如葛洲坝水利工程、宝钢工程和

三峡一期工程等。这些工程在施工时，向混凝土中加入合适

的外加剂，能够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和抗裂性，提高其防水

能力，有害离子很难侵蚀进入，可以大大提高混凝土的性能。

但外加剂作用显著，微量的变化也会引起整个工程的质量问

题，所以在使用时要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执行，培养严谨、认

真的态度。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知识点并上升到哲学高度，

可以让学生在掌握知识原理的同时，懂得人生道理。

四、在教学方法上与思政结合

1. 为了更好地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中，教师们不仅

要精准地找到切入点，更要运用恰当合理的方法，针对不同

的知识点，运用最适宜的教学法。

2. 在课堂中引入具体实际案例时，要充分运用数据、图

片及视频，生动的说明，循循善诱。使学生们可以直观地感

受到国家现代发展速度，培养爱国敬业精神，引导学生关注

本专业的国家发展政策与趋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 在课堂中可采用分小组讨论或演讲的方式，调动学生

们的积极性和参与感，实现师生互动。在课后，可以适当取

消机械性的作业，布置一些灵活性的任务，如让学生提前查

阅资料预习，并在下节课中进行演讲汇报，将课堂“交给”

学生，从而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4. 在一些实践性强的章节中如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可以

让学生进入实验室做实验，从而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

协作能力。

五、结束语

开展专业课程的思政教学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

中的新尝试，也是我国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

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时代要求。

高校工科课程普遍存在思政渗透不深入的特点，所以应该引

起教师的足够重视，有效补充专业知识领域存在的价值理性

缺陷，弥补理工科课程在人生价值引领方面的不足，为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出专业能力过硬，德才兼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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