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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课程坚持立德树人、育人为先，贯彻以学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教学过程中，充分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在传

授知识的同时，注重学术道德和个人思想品质的培养。采用

问题启发、互动讨论、案例分析、影音展示、课堂实践等多

种教学方式，融入时事热点和科学前沿分析，拓宽学生知识面，

并激发其求知欲和科研热情。通过丰富的教学方法和非标准

答案考核，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和品格塑造

有机结合。

2 全方位、多途径，多措并举重塑课程教学目标

2.1 知识与技能方面

要求学生在学习了解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基

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建筑行业的特点，重点学习工程建筑

行业职业道德的特殊规范，明确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提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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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职业道德教育》是一门覆盖建筑和土木与环境学院一年级新生的量大面广的专业基础课，也是一门必修课。课程主要
通过对中国建筑业职业道德现状、加强建筑业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和途径的分析，引导学生重视职业道德，关注世界土木建
筑业发展历史中忽视职业道德而造成严重后果的经典案例并引以为戒。通过对案例中与土木建筑业相关的物理科学、计算机
科学、环境、社会等问题的探讨，使学生更加了解和热爱土木建筑行业，激发学生“责无旁贷”的主动求知意识，培养学生
求真务实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家国情怀，以及自主学习、思维创新、团队协作和学科交叉等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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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道德水平的具体方法和路径。

2.2 过程与方法方面

线下教学：在课堂上，通过采取理论阐释与典型案例相

结合的模式，重点选取具有时代性和建筑行业特点的道德建

设资料，突出教学的趣味性和针对性，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

知识的掌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

分析能力和识辨能力。例如，课堂举例有“中国铁路之父”

之称的中国近代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17 岁考入美国耶鲁大

学土木工程系路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归国报效祖国，主持

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京张铁路”，创造震惊中外的

“竖井施工法”和“人”字形线路。他为人正直，忠于职守，

热爱祖国，反对清政府对外出卖路权和外国侵略者岐视中国

工程师，热情支持保路运动。他既积极引进国外科学技术，

又坚信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号召中国工程师“各出所学，各

尽所知，使国家不受外侮，以自立于地球之上”等。告诉学

生他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是

他对中国人民和古代科学家、工程师的伟大精神传统和创新

才能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他遗留给我们今天科学技术界的伟

大精神遗产。以此从思想、从内心来感染、激励学生积极主

动学习，做一个对社会贡献的人 [1]。 

 线上教学：增加课堂授课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开拓学

生的视野，并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同时，也通过科学家

和企业家的奋斗经历对学生进行人格塑造和价值引领。例如，

辛亥革命时期福建厦门的许春草，他年轻时只是个默默无闻

的泥水工，凭借自己对建筑业的热爱，通过自己对土木建筑

的认真学习和努力拼搏，中年时事业有成。他还积极参加爱

国运动，待建筑公会工人亲如兄弟，常常为人们打抱不平，

为社会做事，不计较个人恩仇，最后还当上了“福建讨贼军

总指挥”等不仅个人学习认真，工作努力，而且为人正直，

爱国、爱民，深得社会认可和爱戴的生动事例来感染学生。

同时，课程还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角，学习更加灵活、主动，学生的参与度更强 [2]。

2.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通过学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

观，让学生了解、笃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爱岗敬业、

明礼诚信、平等合作、勤学助人、廉洁奉献”的建筑职业道

德要求，坚守道德底线。

3 课程建设思路和课程设计以培养目标为导

向，着眼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有效结合

首先，明确课程设置初衷和课程本身所承载的重要的育

人目的和功能，并多途径付诸实施。教学过程中，主动有意

识地将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相融合，引导学生进行系统深入

的学习。同时，通过采用 “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机结合的方法开展教学活动。

而老师除了在课堂上讲授富含思政元素的理论和案例分析外，

还要对学生们所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和释疑，甚至组织

讨论，不时引入一些国外道德伦理学的一些内容，增加学生

获取知识的深度、广度和兴趣。

其次，努力挖掘、放大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抓住课

程中每个章节和教学环节的“思政点”，有目的、有计划、

有层次的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课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参

考资料等。从过去随意、不自觉、零散的思想教育，转变为

有意、自觉、科学、系统地融入教学的每个环节。

最后，实际教学活动中，让思政教育贯穿建筑职业道德

教育的全课程、全过程。教学活动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按照课程预先设计的“思政点”，

很自然地抛出准备好的“思政故事”，在给学生传授知识的

同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学生德能兼修的能力。

例如，在讲授中国建筑职业道德现状、职业道德教育意义和

途径时，很自然地融入责任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

国情怀的教育；在讲授建筑业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和教育

的主要内容时及时引入社会责任、科学精神、绿色发展教育；

在讲授建筑业的性质和特点时择机加入工匠精神的教育；在

讲授中国建筑业的优良职业道德传统时引入民族自信、文化

自信教育；在讲授施工技术人员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时贯穿法制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担当、创新奉献教育；在

讲授加强职业道德的环境建设时开展人文情怀、职业精神教

育等，以学生感兴趣的、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饱含“思政内容”

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听课热情。 

4 课堂教学中努力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提升课

程育人效果

4.1 通过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名人回顾，培养学生科学

精神

在授课过程中介绍土木工程专业的中外名人及其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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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通过茅以升、安曼、大沙基、惠灵顿等科学家的成长

经历和重要科学贡献来鼓励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学生

热爱科学、追求真理、谦虚谨慎和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例如，

中国桥梁学家、教育家茅以升，他长期从事桥梁工程、结构

力学和土力学方面的工程实践、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他曾

主持修建了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该桥是中国自己建造的

第一座跨度较大的现代桥梁。他于 1921 年和 1979 年分别因

研究桥梁结构次应力和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福蒂士研究奖章和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卓越校友”奖章。1982 年还当选了

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3]。

4.2 教学中插入具有思政元素的视频材料，引导学生

秉承和践履工匠精神

课堂上通过分享纪录片《超级工程》，让同学们走进这

些大工程的背后，看到工程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挑战，看

到工匠精神贯穿在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环节，看到建筑工人用

汗水浇筑超级工程，以及他们的智慧、生活、情感和梦想，

生动呈现了奇迹背后的艰辛与付出。

4.3 通过国计民生的热点话题引入，培养学生使命感

与责任担当

通过建筑质量、建筑能耗、绿色建筑等热点话题开展课

堂分组讨论，引起学生对环境、生命、绿色生活等社会问题

的思考，唤起大家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学生遵守社会公德和

职业规范，并树立其通过科学技术改善社会和生活环境的使

命感和责任担当 [4]。

4.4 通过中国经典建筑工程分享，增强学生民族自豪

感和爱国热情

课堂上通过分享中国最新建成的港珠澳大桥的具体建设

情况，让同学们了解这座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广

东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并详细介绍了它超大的建筑规模、

空前的施工难度和顶尖的建造技术，最后收获 2019 年度中国

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

爱国热情。

4.5 介绍新时代建筑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激发学生

为国效力的担当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中国建筑业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率先走向市场，并在过去的

三十多年内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高速增长。然而，

中国建筑业目前仍然大而不强，在新形势下，作为国民经济

支柱产业的建筑业，其就业范围广，体量大，依靠规模快速

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更是难以为继，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机遇和挑战。这就需要同学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思考、讨

论工业化和信息化、劳动力需求变化、政府监管方式和职能

转变以及工程建设组织模式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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