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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指高校在开展各类课程过程中，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水利工程制图作为

水利类学生 先接触的一门工程技术类课程，课程思政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和教学内容，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大

纲对本课程的思政教育开展了探索实践，以期培养全方位、多层次的“新工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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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利水电工程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1 新工科建设的需要 

“新工科”建设的目标是指培养“厚基础、宽领域、强能力、高素质”

具有个人能力、团队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人才。基于上述目标，工科人才

素质培养的显得尤为重要。课程思政使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同行同

向，将人生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形成良好的协同

效应。 

因此，在进行专业课程教授过程中，教学内容应不仅仅是专业课程

知识，还应注重思想政治的育人。在课程教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

专业知识技能教育内容有机融合，培养“四有”好青年，使之成为有理

想、有梦想，并能为之不懈努力，为社会服务的好青年。 

1.2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学生思想教育的现状 

《水利工程制图》通常在大一整学期开设，是水利类专业学生 早接

触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的学习为后续其它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

的学习奠定专业基础，同时也承担着转变学生思维和建立良好的工程实

践能力培养的重任。然而，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更多的强调学生是否掌握

了相关的知识点，却忽视了工科类专业素养的塑造。因此，必须对水利

工程制图课程建设进行相应的课程思政改革探索。 

2 课程建设目标 

《水利工程制图》课程专业目标是意在培养学生的读图能力、工程图

样的绘制能力、空间三维形体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因此在

进行专业知识的讲授时，可让学生了解水利事业的伟大之处和工程制图

的重要性，树立专业认同感，增强从事水利工作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将“工匠精神”作为主线贯穿整个授课过程中，培养同学们在绘图、标

注上注重细节、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职业道德观和协同合作的职业素

养。 

3 教学模式改革 

在教学过程中，将课程专业知识内容与其中蕴含的思政育人素材相

结合，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专业知识技能教育内容有机融合，通过信

息媒介、参观体验、课堂讨论、考核方式等方式，达到与课程育人目标

对应的成效。具体表现为：在进行绪论内容讲授时，通过信息媒介、课

堂讨论、案例教学等方式，引入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水利工程、

三峡水利工程等，让学生了解水利事业的伟大之处和工程制图的重要性，

增强从事水利工作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在制图标准和尺寸标注的教

学过程中，树立同学们精益求精、严谨负责的职业道德观，强调标准的

重要性，同时强调目前非洲水电建设均按中国标准准入市场，增强学生

对我国水利事业的自信心；在进行几种不同剖视图表达方法应用时，引

导学生多换位思考设计和绘制工程图样，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

力，培养学生的协同合作的职业素养；在学习我国水工设计师所设计的

各种著名的水工结构形体时，树立学生“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责任

感。 

4 课程教学大纲的改革 

根据本门课程的性质和教学目的与任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大纲为：

要求学生熟悉常用的制图标准和规定，熟练应用投影法绘制各种形体

（点、线、面、平面立体、组合体）等空间结构，熟练工程形体的表达方

法，掌握绘制和阅读水利工程中常见结构的基本方法，具备计算机绘制

工程图样的实践能力。此外，还需要学生了解我国工程图样设计的发展

历程，掌握制图标准和绘制、阅读工程结构的基本方法，在绘图细节做

到精益求精，将“工匠精神”和责任感贯穿整个授课过程中。 

教学时数和授课内容分配情况方面，每章抽出 1/4~1/8 学时进行思

政教学；在成绩考核与评定方式方面，课程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思政

考核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平时成绩由课程作业成绩、专题讨论成绩、

上机操作组成。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课程总成绩 100 分，其中课程作

业成绩占 10%、上机操作占 10%、专题（小组）讨论成绩占 10%、思政考

核占 10%、期末考试占 60%；并推送我国历史上优秀的水利工程和水利专

家的专著或论著，提高大家对本门课程的认可度和对专业素养的塑造。 

5 结语 

水利工程制图课程是水利类学生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之一，

通过梳理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大纲，在教学过程中开展课程思政

建设，让学生在掌握绘图理论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同时，明白该门课程的

文化背景以及专业素养，对培养“新工科”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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