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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要求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了高职院校

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优势以及存在问题。从课程思政改革出发，对道路工程技术课程的课程思

政教学目标、课程思政教学整体设计、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等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践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综合教学理念，以此推动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力求实现

道路工程技术专业课程“知识传授、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目标得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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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Roa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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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all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in all colleges and disciplines.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tarting from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it explores and practice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the teaching overall desig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of roa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urriculum, and practices the comprehensive teaching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to go hand in hand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rive to achieve the trini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goal of "knowledge imparting, value shaping and 

ability training" in the course of roa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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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eaching practice 

 

2017年，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明确提

出：“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

课堂教学改革。”2020年6月，教育部印

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要求课程思政建设要在所有高校、所有

学科专业全面推进。因此，各学科在课

程思政视域下进行人才培养模式、专业

课程改革等势在必行。道路工程技术是

交通运输大类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的

一门核心专业课程，职业能力岗位定位

于培养扎根于交通建设行业一线的路基

路面施工技术员，课程工科属性较强。

探索如何在道路工程技术的课程教学中

将专业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从而

赋予专业课程价值引领力量，对推进高

职院校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和实践具

有带动和辐射作用。 

1 高职院校专业课程思政现状 

1.1优势 

近年来，国家、教育部、各省教育

厅以及各个高校均充分重视课程思政教

育，开展课程思政研究具有坚实政策支

持和理念引领。随着中国公路的快速发

展以及交通强国建设，道路工程技术课

程蕴含大量的思政元素，具有开展课程

思政的基础和需求。道路工程技术课程

已建设了校级在线精品开放课程，并在

教学中进行了教学模式改革，具有改革

基础。 

1.2劣势 

目前，高职院校的专业及专业课程

思政建设虽然已经得到了重视，但专业

课程思政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各高职

院校尚未制订具体可行的专业和专业课

程思政实施方案及量化细则。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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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整体设计、思政教

学方法等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尚无可

借鉴的成功案例，思政教学效果也有待

进一步考证。 

（1）专业课程教师思政改革意识不

强。部分专业课教师教学时重教书轻育

人，侧重专业知识和职业岗位能力的培

养，缺乏思政教育理念，对学生的价值

观、职业道德、法制意识及家国情怀等

方面的培养关注较少。 

（2）专业课程考核缺少德育环节。

在目前的课程考核方式中，“才”容易考

核，但“德”却难以衡量。目前，众多

专业课程的各项考核中仍没有把思政考

核纳入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针对目前存在的专业课程与思政教

育之间“两张皮”的“痛点”，从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出发，在课程标准、教学内

容、教学模式、教学设计、课堂教学等

方面对道路工程技术课程进行课程思政

探索与实践，对推动专业课程与思政教

育同向同行，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

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形成协同育人

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2.1课程思政目标 

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育人目

标，结合路基路面施工技术员岗位必需

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以及作为一名

公民应具有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科

学观，形成知识、技能、德育 “三位一

体”的课程目标，课程思政目标应提炼

为培养学生“甘于奉献，为国筑路”的

家国情怀、“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职

业精神、“严控质量，遵从规范”的职业

操守、“敬畏自然，节约环保”的工作理

念。在教学中，通过线上线下、课中课

后、校内校外，全方位、多渠道实施课

程思政，将“工匠精神”“敬业精神”和

“铺路石精神”等元素融入课堂教学，

践行以“立德树人”为教育根本任务的

综合教学理念。 

2.2课程思政设计 

基于课程思政目标，以课程知识点

和技能点为载体，挖掘公路行业中具有

代表性的青藏公路、墨脱公路、西汉公

路、甘肃天定高速、交通强国建设、公

路模范工程、公路建设安全实例、公路

与环境典型案例、行业专家事迹等具有

的思政点，教学中通过工作任务单、案

例、视频、文本、链接发送等形式，以

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融于教学过程中，使

思政教育得以落地，实现德技并修。本

课程的教学内容及思政元素设计见表1。 

3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与评价 

3.1教学模式 

利用在线课程、移动终端、新媒体

等互联网技术，基于中国大学MOOC平台

开发建成的“道路工程技术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在教学中探索并实践了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和“项目导向、任务驱动”

为支撑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3.1.1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有

效解决了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的学时

冲突 

学生利用移动终端APP自主学习线

上资源并参与讨论，线下利用任务和典

型思政案例，突出了实践育人和思政教

育。利用在线课程将专业基础知识调整

为线上学习，这种调整既符合当代“互

联网+教育”的发展趋势，又贴合目前高

职学校“00后”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习惯，

同时也为增大课程思政教学和实践育人

比重节省出学时，避免了因思政教学而

压缩专业教学的隐忧，而且潜移默化地

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以及终身学习的学习方法和习惯，从而

为实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融为一体的教学目标，提

供了一种教学改革模式和教学过程实施

途径。 

3.1.2“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

学模式，形成问题导向学习，突出实践

育人 

问题导向学习是一种能够有效提高

学生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方法。在每一模

块的教学过程中，以实际公路项目案例

表 1 课程教学内容及思政设计

模块 学习情境 学时 思政设计

识读

公路

路线

情境一 认识公路 2

观看“中国公路”等视频，学习公路人吃苦耐劳、坚忍

不拔的“铺路石”精神，培养“甘于奉献，为国筑路”

的家国情怀, 激发学生作为公路人的职业自豪感和职业

认同感

情境二 识读公路平面 8 1.依据公路行业规范和标准，独立完成平纵横工作任务

单，培养学生“严控质量，遵从规范”的职业操守，及

科学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态度

2.将西汉公路的成功案例及路线失败案例融于路线指标

分析，培养学生“敬畏自然，节约环保”的工作理念以

及公路建设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

情境三 识读公路纵断面 6

情境四 识读公路横断面 4

路基

施工

技术

情境五 识读路基施工图 4

结合路基用土偏重，采用当地材料，引导学生树立公路

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理念，培养学生“绿色建设，

节约环保”的工作理念

情境六 土石方施工 6

1.介绍典型事迹和励志故事，说明付出与收获总是成正

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介绍公路现场检测、施工机械使用中“血的教训”，

引导学生遵守规范并培养学生施工现场安全意识

情境七 排水工程施工

情境八 防护工程与支挡工程

施工

4 融入川九公路防护成功案例，树立绿色环保、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6

路面

施工

技术

情境九 识读路面构造图 2
以路面现场施工放样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公路施工重在

点滴，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情境十 基层（底基层）施工

情境十一 沥青路面施工

情境十二 水泥混凝土路面施

工

6 1.融入甘肃天定高速路面施工失败等警示案例，培养学

生“严控质量，遵从规范”的职业操守

2.学习路面新材料、新技术，激发学生“求真务实，勇

于探索”的创新精神，树立绿色交通理念，引导学生萌

发创新意识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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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载体，基于三位一体的教学单元目标，

设计工作任务单，在学生实施完成任务

单过程中，教师提前在任务单中设置需

查询行业规范、识读施工图文件、观看

典型案例视频、小组讨论环节等形式多

样的必要“障碍”，同时对提交任务单的

规范性、完成度、客观性、字迹等均设

置分值，整个教学过程以“问题”为中

心，以“问题情境”为切入点，引导学

生自主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学

生的问题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让学生

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逐渐获取专业

技术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学生的专业

性、规范性、探究精神以及责任感与担

当意识。 

3.2课程思政内容与资源建设 

课程思政内容与资源建设是实现专

业课程进行课程思政改革的基础和保

证。课程基于岗位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分析，考虑高职学生的基础和认知特点，

以够用、实用为原则，以路基路面施工

过程为主线，基于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

需求重构教学内容、精选思政点，选择

典型工程案例和典型思政元素，创造最

佳的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情境。融合思

政元素，构建了3个模块、12个情境、81

个知识/技能点，融合21个思政点，建设

11种346个颗粒化专业教学网上资源。同

时，以思政目标为主线，将21个思政点

以文本、图片、音视频、动画、微课、

链接等形式，以“基因植入法”自然渗

入已建成的11种346个颗粒化专业教学

资源中，以“滴水”的累积性实现“穿

石”，让学生感受职业自豪感、体会责任

感与担当意识、感悟专业严谨细致的工

匠精神、敬畏专业规范与制度，从而实

现知识、技能、德育“三位一体”课程

目标。 

3.2.1培养“甘于奉献，为国筑路”

的家国情怀 

“甘于奉献，为国筑路”是公路人

能默默无闻在各种艰苦的野外环境中一

直坚持从事筑路工作的一种信念和职业

精神。在学习认识公路、了解公路发展

历程时，设计2个典型思政案例： 

①介绍在“人类生命禁区”的“世

界屋脊”创造世界公路史上奇迹的川藏、

青藏公路的建设历程，体会顽强拼搏、

甘当路石的“两路”精神，培养学生公

路人应具有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铺

路石”精神和奉献精神； 

②观看“中国公路”“寻路乡村中

国”视频，了解中国公路如何从“秦直

道”“滇缅公路”发展到交通强国的历

程，以此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职业

认同感。 

3.2.2培养“求真务实，勇于探索”

的职业精神 

“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职业精

神是保证公路质量、促进公路发展的基

础。学习沥青路面施工时，在专业教学

过程中融入2个典型思政案例： 

①介绍历经5次修了48年墨脱公路，

跨越江河、穿越高原雪山、克服滑坡和

泥石流等自然地质灾害，解决了大量复

杂的技术难题，培养学生在公路建设中

“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 

②介绍沥青路面的新结构、新材料、

新技术，以此为契机教育学生学习公路

科研技术工作者和建设者的探索和创新

精神。 

3.2.3树立“严控质量，遵从规范”

的职业操守 

质量是公路建设的第一要素，规范

是保证公路建设质量的依据。在平面、

纵断面、横断面、土质路堤施工等6个单

元教学中，教师依据单元目标设计工作

任务单，引导学生依据公路行业规范和

标准独立完成工作任务，培养学生遵从

规范的职业习惯以及科学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的工作态度。同时，引入天定高速

沥青路面施工失败警示案例，警示学生

严控质量、遵从规范的重要性。 

3.2.4“敬畏自然，节约环保”的工

作理念 

公路建设对自然环境既有积极作用

又存在消极影响，公路人在建设中应始

终遵从“敬畏自然，节约环保”的工作

理念，促进公路建设与自然环境和谐发

展。在学习平纵横技术指标时，融入穿

越秦岭的西汉高速公路路线技术指标选

取原因及特点的分析，引导学生树立公

路建设与自然和谐发展、敬畏自然的环

保意识；在学习路基防护工程时，引入

交通部推广的川九公路案例，为学生展

示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或最少的资源实现

公路建设需求，引导学生树立公路建设

与资源之间的和谐以及节约环保的工作

理念。 

3.3教学组织 

基于已建成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工作任务单、思政案例等资源，采用“六

进阶学习法”组织教学实施过程，21个

思政点以观看视频、分析典型工程案例、

介绍代表人物、查阅规范、规定任务单

得分要求等形式自然融于相应知识点或

技能点的教学过程，具体见图1。一驱动：

在线发布任务，驱动学生进入平台学习。

二自主：在线自主学习可视化资源。三

自测：在线自我检测。四互动：线上线

下互动交流，抓重点、破难点。五应用：

依据规范完成任务。六检测：自主单元

检测，自我评价。 

采用“六进阶学习法”组织教学时，

线上利用在线课程的共享、个性、灵活、

实时、资源丰富等特点，引导学生使用

手机APP自主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线下教

学基于工作任务单抓重点、破难点、强

实践、重实效，强化高职学生的职业实

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六进阶学习法”根

据学生智力的“最近发展区”，搭建学生

学习过程的“脚手架”，以问题为“锚”，

将学生引进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自主探

索的潜能，让学习者亲身经历看、思、

图 1  六进阶学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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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做、悟、会的学习探索过程，使学

生在现实情境中获取直接经验，在自我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其专业性、规范

性、探究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

识，从而真正实现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和“项目导向、任务驱动”为支撑的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打破课堂内外的时

空壁垒，构建全时空、全方位、全过程

的教与学，也让专业课的思政教育真正

落地，自然融于教学实施过程。 

3.4教学评价 

基于课程思政育人的教学评价体

系，保证课程思政教学能顺利实施的有

效推动力。将原有平时成绩从30%调整为

50%，提升的20%设为职业素养考核，平

时成绩在原有只对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

况评价的基础上，根据课程思政目标所

需的敬畏制度、遵从规范、团队合作、科

学严谨、工匠精神等职业素养要求，增

设课堂准时签到、线上讨论参与度、线

上解决其他同学提出问题的次数、团队

合作中的角色、任务单中指标的规范性、

任务单字迹工整等职业素养考核点，有

效保证了专业教育目标和思政教育目标

的有机衔接和融合。 

4 结语 

作为工科属性较强的道桥专业核心

课程，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育人

目标，以岗位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需求

为出发点，制订知识、技能、德育“三

位一体”的课程目标，基于课程知识点

或技能点的专业视角，提炼课程所蕴含

的典型思政元素，进行课程专业内容与

思政元素的整体设计，变革教学模式和

方法，改进教学评价，有力推动了知识

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

培养，促进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

“大思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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