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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ffect of structural mechanics course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considering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ourse content is not closely related to practical engineering, an educational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wi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engineering problems was established by the structural mechanics teaching team of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irstly, the excavation and sele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structural mechanics characteristics were introduced. Then, taking the influence line as an exampl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ere detailed. Through 
the teaching practice, it is proved that this model can be used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eaching 
with practical engineering cases, and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while cultivating structural 
safety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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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升土木工程专业结构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结合课程内容与工程实际问题联系不紧密的现状，中原工学院建筑工程
学院结构力学教学团队构建了基于工程问题的思政与专业融合教育模式。首先介绍了具有结构力学特色的思政元素挖掘与
选取，然后以影响线为例详细介绍了该思政与专业融合教育模式的设计和实施过程。经教学实施，证实该模式可利用工程
实际案例融合思政教育和专业教学，在培养结构安全意识的同时提升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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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课堂教学改革应以“课程思政”

为目标 [1]，《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

政建设应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并结合专业特点分类、

全面推进 [2]。

《结构力学》是土木类专业本科生的一门专业核心课

程，特点是理论性强、逻辑性强、同时课程内容与实际工程

联系并不紧密。因此，本课程难教难学、思政教育更具难度。

为提升思政教育效果，很多高校教师都进行了积极探索。明

付仁采用了“一依托、三根据、六结合”的课程思政元素挖

掘与运用方法，实现思政融入点与学生课堂情绪同频 [3]。江

守燕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多角度地开展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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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4]。蒲爽提出了“力学知识点→哲学思想→思政素材→

思想引导”的课程思政模式 [5]。艾心莹将国家发展历史与学

科、专业历史融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力学理论融合，取

得了较好的育人成效。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构造分析、位移和内力计算为主，

与结构的安全性、稳定性密切相关。基于该特点，为实现思

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的融合教育，本课程组基于 BPL 教学理

念、设计了“工程案例重筛选、安全意识巧融入”的结构力

学思政与专业融合教育模式。该教学模式以结构的安全稳定

计算与分析方法为抓手，以工程案例引入教学内容、以教学

结果分析工程案例形成教学闭环，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提

升结构安全意识，做到专业知识讲解、结构稳定分析能力培

养与职业素养提升的融合教育 [6]。

论文以“影响线”为例，介绍本课程组探索的“工程

案例重筛选、安全意识巧融入”结构力学思政与专业融合教

育模式的实施过程，具体内容包括思政元素的精选、思政案

例设计与实施等内容。

2 思政元素

《结构力学》课程可挖掘的思政元素很多，如工匠精神、

科学精神、科学发展观等 [7]。这些思政元素在其他课程里面

也都普遍存在，是思政教育热点元素 [8,9]。为形成具有结构

力学课程特色的思政教育模式，结合课程内容，课程组聚焦

结构安全演算与稳定分析，确定结构安全意识为思政元素，

围绕该主题展开思政教育。

为此，课程组首先深度结合课程内容，精选高架桥侧翻、

应县木塔、九江长江大桥等工程问题作为工程案例。这些案

例与课程内容直接相关，与结构稳定也相关，因此可以作为

一个纽带连接专业知识讲解与结构安全教育。授课时首先利

用案例引出专业知识，然后借助案例的结构安全计算与稳定

分析进行思政教育。工程案例既是专业知识的传播媒介，又

是思政理念的载体。一个案例两种用法，实现“教学中有思

政、思政中有教学”的思政与专业融合教育。

此次课程内容为影响线，工程案例为某高架桥侧翻

案例。

3 思政与专业融合教育的设计与实施

3.1 教学目标
本次课程的知识目标是影响线的概念、理解静力法作

简支梁影响线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力目标是能应用影响线

分析移动荷载对结构的影响。思政教育目标是用高架桥侧翻

案例培养结构安全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同时通

过案例分析引发学生质疑、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

3.2 教学设计
本课程的学习过程历经学习概念、理解算法、通过例

题学习并掌握计算步骤，课下通过自主练习内化、消化吸收

算法 [10] 等过程。与学生的学习过程相对应，本教学设计分

为案例引入、概念讲解、思路讲解、例题讲解、案例分析等

环节。具体展开过程如下：

课堂利用工程案例视频作为开场白，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由案例的分析、计算等内容转入理论教学，建立专业知

识与工程问题的联系。之后讲解概念与解题思路，利用例题

进行展示、总结解题步骤。学生通过课堂练习消化吸收课堂

内容，吸收巩固算法。最后在教师带领下利用所学理论知识

分析工程案例，一方面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

力，另一方面通过案例分析进行思政教育。

3.3 教学实施过程
影响线是结构力学的重要内容，用于分析荷载对结构

稳定性、内力的影响。具体组织和实施如下。

3.3.1 环节 1：案例引入
选用的案例是某高架桥侧翻案例。通过视频学生可以

直观地看到桥梁侧翻过程及造成的危害。看到桥梁侧翻学生

必然想知道桥梁侧翻的原因。视频中专家也进行了分析，原

因有三个：独墩结构、过大荷载和车辆行驶位置。通过观看

案例，教师不需要讲解，通过桥梁侧翻后造成的经济损失和

人员伤亡，学生可以直接感受到结构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在

不知不觉中结构安全的重要性已扎根，为今后的结构设计、

施工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通过受力简图学生可以看出荷载移动时结构各界面的

内力、支反力等均是在不断变化的。如何描述、计算移动荷

载作用下这些量的变化过程？需要用到的工具就是本节内

容——影响线。

3.3.2 环节 2：概念与思路讲解
本环节的教学从侧翻桥梁的计算简图开始，带动学生

思考移动荷载（即涉事车辆）和支反力、界面内力之间的关

系。教师板书展示采用第三章静力法求解移动荷载作用下的

支反力，或某截面内力，移动荷载与内力的比值即为影响线。

对比该计算过程与第三章内力计算差异，从而让学生领悟移

动荷载作用下内力的变化规律的图形，即为影响线图形。最

后，总结计算过程，概括影响线的一般计算步骤。

在基本理解影响线的定义、影响线的计算、绘制过程后，

教师将本部分内容外推至刚架影响线的计算，将在连续梁

上得到的影响线的计算、绘制一般规律应用到刚架结构上。

进一步的教师作深入总结，回顾案例中的桥梁受力、涉事车

辆的位置，复判其计算简图，重述移动荷载作用下的支反力

与截面内力计算，将计算过程抽象、提升、总结为影响线一

般计算步骤。在讲解的同时，以案例中侧翻桥梁为警示、使

学生深刻理解结构安全稳定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结构安全

意识。

3.3.3 环节 3：例题讲解
在总结影响线的一般计算步骤以后，就可以通过例题

的解析体会影响线的作用。在上一环节，学生掌握了影响线

的计算步骤，学习情绪高涨，此时放出典型例题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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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例题自于工程实际问题：三个人通过桥梁的过程中，截

面 C 的内力如何变化？三个人在什么位置时，桥梁内力最

大即最不安全？要分析该问题，需要首先绘制该桥梁截面 C

的内力影响线，再通过影响线的定义计算三个不同集中荷载

在不同位置时的截面内力。当截面内力最大时，荷载位置即

为最危险状态。

此题目的解析过程一方面可以让学生熟悉上一环节总

结的影响线计算步骤，掌握本章理论知识，同时掌握了该种

情况下桥梁的稳定分析方法。在学习结构力学知识、获取计

算能力的同时，提升了结构稳定分析能力，结构安全意识在

不知不觉中得到巩固。

3.3.4 环节 4：内化与案例分析
为内化本部分知识，在课程的最后环节，教师带领学

生回到最开始的桥梁失稳案例，请学生运用本节课的知识对

该桥梁的失稳原因进行分析，并上台进行讲解。其他同学则

印证、补充、讨论，教师则进行点评、汇总。通过这样的翻

转课堂环节，一方面可以调动学习气氛、提升班级氛围，另

一方面则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内化知识的同时获得结

构稳定分析能力，提升结构安全意识，达到理论教学和思政

教育的无痕融合。

4 理论知识与思政元素的融合方式

在本节课的教学过程中，由某桥梁侧翻案例，引出理

论知识内容影响线，由影响线的工程实际应用回到桥梁侧

翻，实现了案例到知识到工程应用分析案例的教学闭环。在

这个教学闭环中，采用的工程案例是个纽带，一端是结构力

学所要教的理论知识和计算方法，一端是基于课程内容所选

的思政教育内容。通过这个纽带，将课程的理论知识和思政

教育左右贯通、融为一体，知识讲授中有思政、案例分析中

有意识。课程组采用的这种思政与专业融合教育模式不仅将

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的讲授相融合，还解决了结构力学课程

与工程实际问题结合不紧密的问题，不但能培养学生结构安

全意识，还能提升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5 教学效果分析与反思

本次影响线的讲授是课程组所采用的“工程案例重筛

选、安全意识巧融入”的结构力学思政与专业融合教育模式

的典型示范。理论教学内容是影响线，思政教学目标是培养

学生的结构安全意识及稳定分析能力，采用的工程案例是某

高架桥侧翻案例。在教学时以工程案例引发学生学习兴趣并

得到警示，从专家事故分析引出理论教学内容影响线并开始

理论教学。理论教学采用了案例教学法、讲授式教学法、研

讨式教学和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手段。当学生掌握影响线的

应用后，则在教师的引导下利用该工具进行该桥梁的稳定性

分析，获得结构稳定分析能力。在该教学模式下，思政教育

与专业教育彼此穿插过渡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难分

彼此。据学生反馈这种教学模式，有趣、可引发学习兴趣；

有效、可获得警示。经一段应用后该教学模式也深受好评，

获评多项省级思政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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