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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高职院校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目标ft发，指ft当前“专业思政”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ft水利类

专业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并以专业核心课程为例，从教学目标设定、学习情境设计、课程考核评价设计、教学 资

源库建设和师资建设五个方面阐述课程思政建设内容，展示了如何将德育元素融入专业知识教育中，培养学生正确的

价值观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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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等院校“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三个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高校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三全育人’”。如何挖掘水利类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把无形的思政魂融于有形的专业课中，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使专业课

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共同发力，形成共振效应，是摆在专业教师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本文以高职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课程为例，探究水利类专业“课程思政”

的建设和实践。

一、高等职业院校“课程思政”的基本情况分析

（一）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相互独立

高职院校思政老师与专业老师隶属于不同的教学部门，课程建设缺乏思政专业老师的指导，专业课程思政教育不能上升到更高的层

次，很多时候是为了课程思政而课程思政，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比较牵强[1]，从而导致“课程思政”渗透力度较小，不利于高职院校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格局的构建。

（二）专业教师信心不足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存在“重技能，轻思政”现象，专业课教师缺乏“课程思政”育人理念，对“课程思政”建设信心不足，特别是理工

学科背景的教师，由于知识单一、专业性强，他们认为技术性、操作性很强的专业课程很难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2]。

（三）课程资源不足

目前思政课程的网络课程资源非常丰富，而关于专业课程思政的网络资源却非常稀少。专业老师在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时，由于专业

老师个人能力、资源等相对有限，对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材料搜集或理解不够全面，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3]。

二、水利类课程思政因素开拓途径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治水史中，孕育了大禹精神、都江堰精神、红旗渠精神、九八抗洪精神等优秀治水方式和宝贵精神财富。五千年 精神传承、

新时代实践创新，彰显了水利人“忠诚、干净、担当”的可贵品质，厚植了水利行业“科学、求实、创新”的价值取向。水利类课程思政一定要紧扣时代主题，

将新时代水利精神内涵自然融入专业课堂教学中。思政元素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挖掘：（1）水利行

业内著名人物先进事迹。如典型人物为古代部落联盟领袖大禹，其治水的事迹可以总结为“大禹精神”“，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其敬业，

“左准绳、右规矩”为其精准，“身执耒臿，以为民先”为其专注，“治水变堵为梳”为其创新；（2）著名水利工程背后的哲学原理。以都江堰为

典型工程，其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巧妙配合，实现了水分“四六”，既保证内江灌区用水需要，又防止灾害发生，

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水利形式；（3）新中国水利改革发展成就。典型工程如三峡大坝工程，三峡工程在工程规模、截流工程和天

下第一门等设计、施工科学技术水平方面都堪为世界超级工程的前列，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旷世奇观，提升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4）新时

代水利楷模代表人物。代表人物如余元君同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切嘱托，将毕生的心血奉献给水利事业，为“治水兴

湘”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把对党忠诚融入为人民服务之中，把人生追求融入水利事业发展

之中，以赤子之心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通过以上方式，不断挖掘水利思政因素融入专业课程，培养学生的水利人精神。

①本文系 2018 年度自治区教育厅第一批广西职业教育专业发展研究基地：水利专业群发展研究基地项目结题成果。作者

简介：张宪明（1979—），男，湖北武穴人，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水利工程建筑技术。韦庆华

（1981—），男，广西南宁人，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工程师，本科，研究方向：水利工程施工和设计研究。余金凤（1966—），

女，广西隆安人，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本科，研究方向：农田水利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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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课程思政建设

（一）教学目标设定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课程是水利类专业群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使学生掌握水利水电工程各工种施工的施工方法、施工工艺， 培

养学生合理选择施工方案、施工工艺和施工技术管理的能力。同时结合课程的教育目标，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培养学生诚

信、守法、公平、公正的职业品格和爱国情怀、法制观念、工匠精神。

（二）融入思政元素的学习情境设计

基于课程的教学目标，该课程设计为导截流工程施工、地基处理工程、土石方工程、钢筋模板工程、混凝土工程、砌体工程六个教学情境，

每个情境又由若干个工作任务组成。按照课程目标定位，课程具体学习情景设计如表 1 所示。

表 1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表

项目 授课要点 思政素材的联系点 授课形式与教学方法 德育教学目标

项目 1：
导截流

工程

导流方式 观看都江堰的导截流典范工程视频 多媒体教学、案例分析 民族自信和专业自信

截流程序
将截流时间点选择、防渗体铺设以及

加高培厚的过程与程序法律法规结合
多媒体教学、分组讨论 新时代水利精神、法律意识

截流参数选择 模型试验，分析条件确定数据 多媒体教学、案例分析 培养新时代水利精神

截流失败后果 实际截流工程案例 多媒体教学
增强质量意识、社会责任感意识和培养

企业主人翁精神

项目 2：
地基处

理工程

防渗墙施工技术 典型水利工程防渗墙施工视频案例 多媒体教学、案例讨论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专业自信

水泥灌浆的施工 水泥灌浆工程事故案例 案例教学、分组讨论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新时代水利精神

锚固施工
典型锚固工程事故给项目带来经济损

失和严重社会影响
案例教学 培养遵循规律，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态度

桩基工程施工 典型桩基工程失效事故 分组讨论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新时代水利精神

项目 3
土石方

工程

土的工程性质、分级 边坡超挖引起的工程事故 多媒体教学
培养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对国家和个

人负责

土石方开挖和运输机械
国内制造企业发展史，展示中国发展力

量
案例教学

展示中国制造的威力，培养学生的民族

自信
：

土石料开挖运输方案
以三峡大坝大江截流涉及的运输强度

为例
多媒体教学、小组讨论

展示土石料开挖运输方案的高效，培养

学生的民族自信

土石料的利用与调配
以弃渣入江引起环保部分介入导致项

目停工为例
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接受新时代水利精神

土石坝施工质量控制 以土石坝工程质量事故实际案例为例 多媒体教学
培养水利人的求实精神，脚踏实地、严格执

行质量标准

项目 4
钢筋模

板工程

：
钢筋型号及加工

引例对比国民时期、新中国时期两个

时段钢筋产量案例
多媒体教学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模板施工 将模板体系设计和安全案例结合 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的质量、安全意识

项目 5
混凝土

工程

：
骨料料场设计 引用某水电站工程砂石料选场案例 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就地取材、科学分析的

思维

混凝土运输浇筑方案 砂石材料质量事故案例 多媒体教学 培养学生的新时代水利精神

项目 6：
砌体工

程

浆砌石砌筑
将“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水利人精

神”联系起来
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 培养学生不畏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

浆砌石砌筑工艺 职业素养联系 多媒体教学、分组讨论 培养学生精于施工、严格要求的精神

（三）基于课程思政的课程考核评价设计

传统课程的考核往往侧重知识和技能的考核，而忽视对职业素质的考核。在课程思政视阈下，专业技能考核和德育素质考核共同进

行，从源头、目标和过程上强化课程“育德”功能，坚持将“价值引领”作为一个重要的监测点指标，在课程评价标准中设置“育德效 果”观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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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考核评价表

序号 项目内容 评价内容 考核方法 分值

1 项目 1：导截流工程施工

专业知识
项目完成后提交成果，

进行项目考核

12%

思政效果 8%

2
项目 2：地基处理工程

施工

专业知识 项目完成后提交成果，

进行项目考核

6%

思政效果 4%

3 项目 3：土石方工程施工

专业知识
项目完成后提交成果，

进行项目考核

12%

思政效果 8%

4
项目 4：钢筋模板工程

施工

专业知识 项目完成后提交成果，

进行项目考核

12%

思政效果 8%

5 项目 5：混凝土工程施工

专业知识 项目完成后提交成果，

进行项目考核

12%

思政效果 8%

6 项目 6：砌体工程施工

专业知识 项目完成后提交成果，

进行项目考核

6%

思政效果 4%

（四）教学资源库开发

专业思政的实施，离不开优秀课程资源的建设。专业课程都蕴含丰富的思政资源，需要组建课程建设团队，集众人之力，按照统一 标准挖掘思政

资源，搭建课程思政资源库，然后由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组织审查，最后通过一线教师的实际运行进行反馈。如下图所示为水利工程施工技术标准

化思政资源库建设思路。

反馈改进

（五）教学团队建设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课程思政资源库建设思路

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体和带头人，教师的专业素养和道德品质水平对整个课堂实施来说至关重要。针对专业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

的信心不足，课程组通过以下措施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1）将思政课教师加入专业课程教学团队，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独有

优势，形成思政教师和专业教师协同育人；（2）积极组织专业教师参加“课程思政”专题培训学习；（3）激励专业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思政教学

比赛，通过以赛促教，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4）建设示范课程思政在线资源平台，教师通过课程资源建设，促进教师对思

政教学内涵的理解，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四、结束语

在新时代教学改革背景下，德育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课程思政的广泛实施、专业课程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已刻不容缓。通过

水利工程施工技术课程思政建设过程和案例设计的示范，为其他同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借鉴，从而有效推进与 丰富课程育人的教育教学

改革，实现高职院校“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三全育人工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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