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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课上课下一体化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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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课程思政已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课题，现有的课程思政研究多数集中关注在课堂内的授课过程建设与
实践，课堂内授课时间相对有限，而学生的课后时间相对要充裕很多，课后时间往往是大学生独立思考、思想意识强化的重要环
节。本文以实现课堂学习与课后学习及复习的一体化课程思政建设为目标，研究工科课程体系的思政式课后训练模式以及针对学
生开展课后思政的训练的指导方法，并以土木工程学科下防灾减灾及防护工程二级学科课程体系为示范对象，开发思政式课后习
题训练与指导系统，通过该系统将防灾减灾及防护工程学科课程体系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到课后学习和训练中，延伸学生学习、思
考和感悟的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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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有的课程思政研究多数集中关注在课堂内的授课过程

建设与实践，由于课堂内授课时间相对有限，而学生的课后
时间相对要充裕很多，课后时间往往是大学生独立思考、思
想意识强化的重要环节。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的
效果，非常有必要打通课程思政的课堂授课环节和课后复习
与自学环节，实现课堂学习与课后复习的课程思政一体化。

《土木工程防灾减灾》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主要的
专业选修课，本课程介绍各类灾害的类型、特点、对人类社
会的危害及防灾减灾对策与措施。了解灾害学的研究对象及
学科体系，灾害学研究内容与特征；了解灾害的概念、分类
与性质，灾害系统的概念；掌握地震灾害、火灾害、风灾害
害等主要灾害；掌握中国及世界灾害区域分异、掌握灾害风
险分析与风险管理；熟悉灾害应急管理、高新技术方法在灾
害管理中的应用

[1]
。与建筑结构抗震、桥梁抗震、建筑工程

事故分析与加固、桥梁检测等专业课程衔接紧密，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该课程各个培养环节一直是认证评估的重点考
察对象，对下一步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具有非常关键
的作用

[2]
。本文拟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与“土木

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双重背景下，以实现课堂学习与
课后学习及复习的一体化课程思政建设为目标，研究工科
课程体系的思政式课后训练模式以及针对学生开展课后思
政的训练的指导方法，在工科领域课程思政改革中将起到
示范作用，对工科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发展和建设将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2 一体化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方法
以实现课堂学习与课后学习和复习的一体化课程思政建

设为目标，研究工科课程体系的思政式课后训练模式以及针
对学生开展课后思政训练的指导方法，通过该系统将防灾减
灾及防护工程学科课程体系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到课后学习和
训练中，延伸学生学习、思考和感悟的时间和空间。

2.1 课后思政训练模式
结合工科知识特点挖掘思政元素，分析目前课程思政的

常规方式以及可供课后思政借鉴的程度。针对课后习题和训
练环节探讨全新的思政方式，构建课后思政训练模式。课后

思政训练模式应有利于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激励学生担
负起民族振兴的责任，有利于鼓励学生发现并思考工程实践
中的伦理问题并做到敬畏规则与敬业奉献，有利于让学生切
身体会到民族精神的传承、职业道德的重要性。通过潜移默
化地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使课后教学与训练的效果得到提
升。

2.2 课后思政训练方法
结合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等思政要点研究课后思政训练的

植入方式，分析选择、填空、简答和论述题等题型承载思政
内容的能力。分析基于电脑或手机APP客户端的课后思政训练
特点，通过PowerPoint、Flash等软件研究混合式习题模式构
建方法。增加课后思政教学考核权重，提高学生参与课后训
练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统计、
归纳总结及面谈交流等方式，初步评估构建方法对于满足课
后思政训练的可行性。

2.3 课后思政指导方法
通过采用督促性习题解答、选择性答题、教师的后台批

改、交互式调查问卷及电话回访等方式研究建立完善的全方
位课后训练指导方法，课后思政指导方法在起到督促和约束
作用的同时，能够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把握和提升学生的自律性和课余时间的利用效率，使思
政教育达到连带性的良性循环效果。同时，课后思政指导能
帮助教师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并提出宏观性指导意见，
为课堂思政教学提供有力的补充和支持，有效地将思政元素
融入课后学习全过程。

2.4 课后思政训练与指导的示范系统开发
选择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二级学科课程体

系作为应用示范，基于该学科课程体系，研发思政式的课后
习题与训练指导系统，系统主要包括的课程有风工程、寒区
工程等专业课程，依托“超星”、“爱课程”等教育平台实现。
并通过学生反馈、同行评价以及专家评审等方式获取宝贵的
意见与建议，完善与升级该系统，并为课后思政训练与指导
方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依据。该系统若获得一致认可，则可
面向土木工程一级学科、土木工程学院、全校乃至全国高校
进行推广

[3]
。

表1 思政式课后习题与训练指导系统涉及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示范

主要课程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思政教学目标

《土木工程防灾减灾》

1、列举台风山竹过境对结构和环境的破坏。

2、列举风荷载对林区基础设施（电塔、索道）的破坏。

3、通过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港珠澳大桥的

防风对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4、“人物故事"感悟，分享我国防灾减灾行业杰出人物的人

生历程以及他们为我国防灾减灾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1、明确保护环境其实是保护人类

自己。

2、培养学生热爱林业事业，致力

于为林区事业奉献。

3、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自

豪感和大国自信意识。

4、从中感悟智慧和精神，建立工

程思维和创新意识。

《结构多灾害作用及控 1、地震引起的建筑物倒塌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财产损 1、引导思考，让学生建立责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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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失。由汶川地震的教训引出土木工程师的责任。
2、地震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1976年唐山大地震，

国家笼罩在地震的阴影下；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使关西地区
经济起飞化为泡影。

3、通过介绍寒区冰冻害对桥梁、隧道、道路等基础设施的
冻拔、冻胀破坏，强调冰冻害防治的重要性。

4、以呼玛河、黑龙江流冰对桥墩的撞击为例，引导学生了
解学科相关寒区研究项目。

识和职业道德感。
2、了解地震灾害对于社会的影响。

地震来临如何自救和施救。
3、树立为国家抗震事业做贡献的

理想、信念和信心。
4、鼓励学生未来投身寒区建设；

激发学生对寒区科研项目的兴趣，提高
科研素养；

感受寒区土木从业者所肩负责任
的重要性

《3S技术在防灾减灾工程
中的应用》

1、通过“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 2020年四川西昌林区
火灾”为例，介绍3S技术在防灾减灾工程中的应用，说明林区火
灾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强调研究林区防火的重要性。

2、消防员奋不顾自身救火，强调工程师职业道德。
3、阐述林区风环境对火灾的影响规律。

1、安全教育（尤其强调野外科研
作业防火）。

2、加强爱国主义和保护生态环境
的教育。

3、领悟林业事业防火科研项目的
重要性，感受土木从业者所肩负责任的
重要性。

《计算流体动力学及流体
力学实验技术》

1、通过列举不利天气进行秸秆焚烧造成空气污染的案例和
热电产业规划对城市环境影响的案例说明风场流体力学研究与
环境的关系。

2、以东北林业大学风洞试验室为依托，指导学生掌握风洞
试验原理及安全操作规范。

1、鼓励学生选择科研方向与国家
环保、节能大战略相结合。

2、引导学生树立端正的实验态度、
培养学生严谨的实验工作作风。

3 教学实践案例
充分发挥科研成果对《土木工程防灾减灾》课程教学改

革的推动作用，充分利用我院以及作者所在的防灾减灾学科
的科研优势，本项目拟针对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学科课
程体系开发课后思政训练指导系统。项目组成员是该学科的
核心成员，面向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学科开设的完整课
程体系。开发的思政式课后习题与训练指导系统涉及的教学
内容与教学方法示范如表1所示

[4]
。

4 教学效果及反思
4.1 教学效果
通过工科课程体系的思政式课后训练模式以及针对学生

开展课后思政训练的指导方法、课后训练指导系统主要功能
构架以及习题指导训练系统与学校教学平台的对接方式和使
用方法。在思政式课后训练与指导系统的研发上运用文献研
究法、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研究、统计归纳法和经验交流
法等科学方法

[5]
，通过设置全方位综合式课后习题开展思政

训练，学生在系统上完成与思政关联的习题，教师在后台可
以对学生提出宏观性的指导意见和建议，通过系统对学生开
展思政式专业课程教育。通过实施思政结合教学效果良好，
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气氛活跃，学生参与课后思政训练率达
98％以上。同时，在本门课程所学知识基础上，鼓励了学生
参与创新竞赛磨练自我，调动学生创新积极性，学生考研报
考和录取比例均有所提高。

4.2 教学反思
找准“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的契合点，切实将课程思

政融入到防灾减灾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学案例的选取更加丰
富，更具特色

[4]
。以课堂为出发点，立足学科特殊视野。以

及由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引发长远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思维。以学生生关心的实际问题
为切入点，将行业中院士和行业权威企业家的优秀事迹讲给
学生听，用校友的经历引导学生为交通工程学科的发展继续
奋斗，图1所示。

5 结语
本文以防灾减灾及防护工程学科课程体系为示范对象，

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机融入课程课后教学训练中去，指导
和督促学生充分利用课后的充裕时间开展思政知识的学习，
真正提高学生课程思政学习效率，提升学习主动性。同时，
便于专业指导教师在后台及时掌握和了解学生在思政教育下
的学习状态和反馈情况，为课堂教学提供有力的补充和支持，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科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使学生在
掌握学科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初步建立工程思维和创新意

识，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感染和思想熏陶，从而
实现立德树人的双重育人目标，有效地推进高校思政教育教
学体系改革建设工作。

图 1 课后思政训练教学系统反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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