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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课程思政建设探究
——基于“应用性、地方性、民族性”办学特色

曾耀辉

（西昌学院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为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专业主干课程的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结

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办学实际，从建设思路、课程设计、教学形式、立德树人成果、育人典型案例等方面对房屋建筑学课

程思政建设进行探究，并分享了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经验和做法。上述措施培养了学生的工程思维意识和大国工匠精神，

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可推动全专业课程的全面展开，确保思政教育延伸到专业教学的全过程，也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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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ousing Architecture 
Cours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cation， 

Locality and Nationality"
ZENG　Yaohui

（School of Civi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13，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students' virtues through education， we should 
organical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major course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all-round education in the whole course. Taking reg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education into account，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Housing Architecture"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 ideas，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forms， achievements in 
moral education， and typical cases of education. We also share experiences in our practic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above measures， we have cultivated students' engineering thinking and awareness and 
the national master-craftsmanship， and have achieved better results. We conclude that our practice can be adopted in the 
teachings of all professional courses， so as to ens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extended to the whole course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ur practice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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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课程思政是指通过结合、挖掘高等教育专业课

教学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引导大学生树

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客观科学的世界观，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是

为了实现立德树人，育人先育德，注重传道授业解

惑，育人育才的有机统一。

课程思政对于实现高校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有关房屋建筑学课程思政

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建设措

施等方面进行研究［1-2］，而个例研究很少，且特别缺

乏民族地区的应用型大学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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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学课程是培养建筑工程技术人才的

重要课程，针对房屋建筑学课程特点和知识结构，

在教学内容中引入思政内容，一方面丰富课程教学

内容，另一方面提高课程教学的综合维度，探索建

立融合课程思政理念的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体系，

发挥房屋建筑学课程在土木工程、工程管理专业的

育人作用。西昌学院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以下简

称我院）的房屋建筑学课程思政建设中，在建设思

路和教学形式方面都体现了特色和创新点，建设思

路依据“应用性、地方性、民族性”的办学特色定位，

将地方的、民族的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如西昌的城

市建设、凉山彝家新寨建设等工程取得的成就融入

教学中。在教学形式方面新增“换位教学”、校企联

合实践教学等教学形式，增强学生对所学专业的热

爱、培养工程人时代担当，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意识、爱国

情怀、社会责任、文化自信、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有

机地融入课程教学中，达到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

面、事业心强、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目标。

1 建设思路和课程设计

1.1　建设思路

工程行业不仅需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

业知识，还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这与思政教

育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向同行。在房屋

建筑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利用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

道德操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作为教学

切入点，培养学生团队协作、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

精神，认真严谨的学习、工作态度以及在实践中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
房屋建筑学课程在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基础上，

结合城镇建设的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所取得的成绩

进一步增加课程思政内容，依据“应用性、地方性、

民族性”的特色定位，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将育人元素观贯穿于房屋建筑学课程课堂教学中，

把知识传授、价值引领、能力培养有机统一起来，当

好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培养面向生产

一线“下得去、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上得来”的

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1.2　课程设计

教书育人将贯穿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的全过

程。梳理课程中的建筑发展、建筑技术所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

理论学习中结合相关知识点，在实验实践过程中，

通过在学中做，在做中学，训练吃苦耐劳、做事认真

的工匠精神，培养合作、友善、诚实、坚持原则的基

本素质。本课程设置了建筑设计原理、建筑构造和

课程设计 3大模块，根据不同模块合理安排教学时

间，教学方式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为主，合

理地融入思政元素，做到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的

统一。

1.2.1　模块一：建筑设计原理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学生掌握中国、外国建筑

发展的过程，掌握建筑总体规划设计、单体建筑设

计原理，能正确理解中国建筑发展与社会、经济、文

化的关系，正确地看待建筑与自然、社会和谐的关

系，培养学生具备大局意识，培养学生坚定理想信

念、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塑造自身职业生涯的“匠心梦”。

1.2.2　模块二：建筑构造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学生掌握组成“建筑共同

体”的基础、墙体（柱）、楼地坪、楼电梯、门窗及屋顶

6大部分构造的原理及方法，能进行构造设计，为绘

制施工图打好基础，培养学生运用建筑方针“适用、

安全、经济、美观”正确处理设计中的问题。

1.2.3　模块三：课程设计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学生掌握民用建筑方案设

计、施工图设计的流程，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建筑

信息化素养的能力、综合知识及相关规范运用能

力，培养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让学生尝试设计、

挑战设计，为毕业设计和将来的工作奠定坚实的

基础。

2 充实教学内容丰富教学形式

2.1　加强实践环节

建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对接，教学过程

与生产过程相对接”的课程体系，推行并完善“校企

合作、工学结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

育教学活动。依托我院优质教学资源：省级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数字建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

心）、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土木工程检测

技术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建设）、省级校企合作开发

项目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基于BIM技术的工

程项目管理平台实践基地建设项目和西昌学院土

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BIM 应用实践实训基地建设项

目），利用我院的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土木工程

基础实验教学中心）、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中创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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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实践教学基地、凉山现代房

屋建筑集成制造有限公司实践教学基地、四川世达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8个实践教学基地）、校内实验

实训平台等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有计划地带学

生到工地进行现场学习，并请现场专家和技术人员

现场授课，加强学生对工程的直观认识，加深对建

筑构件构造的理解；同时将专业课蕴含的思想政治

资源融入授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职业操守，增强学生的创

新意识，培养学生尊重规律、科学严谨、团结协作等

各个方面的能力，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4］。
2.2　丰富教学形式

房屋建筑学课程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

程，具有理论性、工程性和实践性的特点，这就要求

该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要尽量多样化，充分借助

视频录像、多媒体、工地见习实习、业内知名工程师

讲座等手段［5］，同时增加“换位教学”、校企联合实践

教学等教学形式。

“换位教学”就是师生互换身份，让学生承担起

主讲的任务，针对房屋建筑学课程中设计部分的内

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设计构思，从“适用、安全、经

济、合理”的建筑方针方面讲评设计方案，培养学生

的表达能力、合作能力以及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校企联合实践教学，通过将实践教学内容与岗位需

求相对接，校内教师与校外专家相对接，校内实践

环境与企业生产环境相对接，课程大纲与岗位标准

相对接等方式，充分发挥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优

势，实训课由校内教师和专业能力强、实践经验丰

富的外聘教师共同承担，把工程中的新技术传授给

学生，同时把工程意识和大国工匠精神融入教学

中，提升了应用型人才实践教学质量。

除了在认识实习、企业生产实习等原有的实践

教学环节中注意德育渗透之外，还利用校企协同育

人平台，通过校企深度合作，社会实践基地锻炼等

方式发掘与应用社会资源［6］。注重案例教学，将工

程实例引进课堂，根据理论教学内容对应的工程实

例进行分析，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更好掌握，并

能将理论知识用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在结合实

际工程传授知识时，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作用，让

学生明白建筑设计是整个房屋设计工作的第一步，

必须与建设单位进行有效沟通，掌握建设单位对建

筑各方面的要求，所以必须求真务实，才能为下一

步的结构设计和设备设计奠定基础。在整个工程

建设期间还要及时处理工程中可能出现的变更，而

且整个过程持续时间长达整个工期，涉及单位多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质检部门和建设单位），对相

关的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要求高，这就要求工程人

要有合作精神和敬业精神。西昌——凉山彝族自

治州的州府，地处边远地区，近几年在城市建设方

面有着巨大的变化。通过组织学生参观西昌代表

性的建筑，如建昌古城、西昌的高层建筑等，让学生

感受到西昌城市建设的巨大变化，使学生有民族自

豪感、责任与担当。

3 教学效果

3.1　立德树人成果

以实际工程案例进行教学，有合理的教学大

纲、教案、多媒体资料、学生作品等资料。BIM 等新

技术应用教学中，笔者曾发表《<房屋建筑学>课程

教学改革探讨》《浅谈建筑教育改革的特色建设》

《结合 BIM 技术的房屋建筑学课程改革研究》等教

改论文。合理安排实训环节、课程设计，巧妙地将

知识传授、能力塑造与价值引领融入教学中，并结

合以学生为中心“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激

发了学生学习活力，有效地提高了课程教学质量。

3.2　教学评价情况

该课程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思路主次分明，线

上、线下教学方法合理，教学形式多样，体现了以学

生为中心的课程理念，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团队

合作的意识，让学生在动手实践、合作交流中自我

探索、自我进步，充分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和探究

性学习的能力。

实训环节紧密结合实际工程，让学生将理论与

实际工程进行对比，分析建筑构造中不同做法的原

因，从而掌握更合理的处理方法，使设计符合“适

用、安全、经济、美观”的建筑方针。建筑的平面、立

面、剖面以及建筑构造各部分都有实训训练，通过

实训，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并且很好地掌握

了建筑构造设计和建筑方案设计，为建筑施工图设

计打下了基础。

该课程的课程设计，以实际工程项目的设计内

容和深度为课程设计的标准，严格要求学生，将工

程设计的严谨、设计人员肩负的重大责任和职业道

德融入整个课程设计过程中，不仅让学生掌握设计

知识，而且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责任感。

3.3　育人典型案例

1）墙体构造教学中强调墙身抗震加固与房屋

安全的关系，墙体构造设计必须考虑住户的财产和

生命安全，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教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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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范结合工程实例以及对唐山和汶川大地震

的震害分析，让学生掌握墙身抗震加固的构造措

施，并利用实际工程项目的方案设计进行抗震加固

的构造设计实训。通过上述学习，学生不仅掌握了

这方面的知识，而且提高了学习积极性、能将所学

知识用于工程实际，同时也更加清楚工程人肩负的

责任。

2）屋顶构造教学中，首先通过屋顶的类型及设

计要求这部分内容，引入屋顶在建筑中的重要性。

房屋最容易出质量问题的部位就是屋顶，它直接影

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因

此，工程人肩负着十分重大的责任，作为工程人要

有“科学严谨、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工程思维意

识和“责任担当、爱岗敬业”的大国工匠精神。在屋

顶的类型这一内容的教学中，重点让学生掌握坡屋

顶，因为坡屋顶是我国古建筑中最重要的元素，气

势恢宏、形式多样、外形美观、技术精湛、工艺精美，

在建筑技术与艺术方面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有

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使学

生有民族自豪感，更加热爱我们祖国。因此，应当

珍爱建筑，珍爱历史，珍爱文化。西昌建昌古城改

造项目，就是传统建筑的文化传承与弘扬。因为该

项目是作为凉山州建州 70周年的献礼工程，而且时

间紧任务重，所以责任十分重大，只有“拼命干”才

能完成任务。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在西昌建昌古城

的四牌楼工地上挂着一条励志横幅很激励我们工

程人，正是有了这种“拼命”的精神和责任与担当意

识，才有了今天美丽的建昌古城。

3）建筑方案的设计，要求正确处理“适用、安

全、经济、美观”建筑方针的关系。要“以人为本”，

保证使用功能合理，在结构选型时不仅要考虑安全

而且还要注意经济，不能过度加大安全系数而选择

造价高的结构类型，避免巨大浪费。例如在西昌修

建五层的建筑就很不经济，因为西昌是高烈度（九

度）设防地区，根据抗震规范如果选择砖混结构只

能建四层，要建五层的就要选择框架结构或者剪力

墙结构，而这种结构的房屋造价比砖混的要高很

多，作为设计人员应该给建设单位提出科学合理的

建议：增加层数用框架或剪力墙结构，或者选择修

建两栋砖混的建筑，这样才既安全又经济，这是工

程设计者的基本职业道德。

5 结束语

房屋建筑学课程思政建设，是围绕“应用性、地

方性、民族性”的办学特色定位，教学上除了常见的

教学手段与方法外，还增加了“换位教学”、校企联

合实践教学等教学形式，更有效地培育具有“科学

严谨、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工程思维意识和“责任

担当，敬业奉献”大国工匠精神的地方需求的、具有

民族特色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结合思政教育

融入点，实现培育学生在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等工

作中具备爱岗敬业、诚实守信、科学严谨、团队合

作、组织协调、廉洁自律、尊重他人、公平公正、勇于

担当，同时提高学生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获

得健全的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能为城镇建设作出

贡献。

参考文献：

［1］ 郑建波 .融合课程思政理念的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研究［J］.绿色科技，2021（5）：237-239.
［2］ 郭青伟，李玉涛，李科 .房屋建筑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J］.四川建材，2021（10）：226-228.
［3］ 彭亚萍，胡大柱，小泉，等 .工程概论课程思政教育改革与实践［J］.高教学刊，2019，5（2）：128-129+132.
［4］ 林贤明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协同育人的内在和路径探索［J］高教学刊，2021（7）：193-196.
［5］ 王士革，张伟，闫启方，等 .地方高校房屋建筑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J］.山西建筑，2021（10）：183-184.
［6］ 徐桂中，乔慧萍，张 丹，等 .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初探［J］.山西建筑，2020，46（24）：166-168.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