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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力学课程思政特色化建设途径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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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力学课程是工程专业重要的基础课程，课程内容理论性强。针对学生学习力不足、创新性训练缺乏的教学现状，

在授课中有效引入课程思政，在理论、方法、应用层面实现课程教学目标；并以盐城工学院为例，在课程建设中不断用新四军铁

军精神丰富课程思政的内涵、结合行业动向培养学生、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并形成具有盐城工学院特色的课程教学措施。通过

在教学中的应用及持续改进，学生的成绩和对课程满意度都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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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s and Measur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izing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Course

XU　Bing，KONG　Hailing，WANG　Luzhen，CAI　Zhongbing，GU　Guoqing，ZHANG　Da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5， China）

Abstract:Engineering mechanics course is an important and basic course of engineering specialty， and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is theoretical. In view of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including the lack of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and innova⁃
tive trai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ourse should be effectively introduced in the teaching， and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can be realized in the aspects of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 Taking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in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the spirit of the Iron Army promoted by the New 
Fourth Army is continuously used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the guidance of industry trend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team， and to form curriculum teaching mea⁃
sur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rough their applic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
ment in teaching，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urse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words:Engineering mechanics； curricula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aracterization； construction ways； 
measures

0 引言

工程力学课程是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是后续

专业课程的核心和灵魂，在新工科课程体系中占据

着重要的地位；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力学思维方

法的训练，还要注重科技伦理观教育，更重要的是

注意培养学生探索、求真、敢于攻坚克难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1］。现阶段由于手机等外部因素的不利影

响，提升学生学习力成为当下教学中一个重要的

任务。

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高校要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每门

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纲要》中 “明

确课程思政建设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 的第 1条就

提出要使 “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广泛共识”。因此，

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应在每门课程授课中

以人才培养为主要目标，在专业教学的同时实现学

生 5大素养（政治认同、家国情怀、宪法法律意识、道

德修养和文化素养）的培养，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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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质量［2］。学好工程力学相关课程、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和卓越工程意识对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职

业品德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工程力学

课程中实施课程思政符合教学育人的一般规律，是

提升学习力、提高学习质量的必要补充。

1 工程力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

1.1　课程教学中的痛点问题

1.1.1　课程理论性强

工程力学课程是土木、机械、交通、环境类课程

的核心基础课，以结构受力分析及简化、杆系结构

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计算为主要研究内容，具有

理论逻辑性强、知识抽象、计算要求高且需要大量

的练习才能完全掌握其应用方法和规律。在课程

教学中学生往往因课程概念抽象，应用过程繁杂，

对工程力学课程的学习兴趣不浓，甚至感觉课程内

容难以理解，学习难度较大。

1.1.2　学生学习力不足

进入大学后，缺少家长的监督和管理，部分自

制力不强的学生受到网络游戏等不良环境、“60 分

万岁”等不良思想的影响，存在学习毅力不足、学习

动力缺乏、人生目标不明确等现象。这是造成学生

后续课程挂科、留级甚至退学的主要原因。尤其智

能手机普及和网络更新迭代的影响，这样的现象在

普通本科学校中更为明显。

1.1.3　缺少必要的创新训练

工程力学课程知识是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基

础，为结构设计、工程防护、生产设计等设计类课程

提供专业知识储备。在课程课时缩减的情况下，为

了将知识充分地传授给学生，教师只能在有限的课

堂范围内进行理论讲解和习题演练，这种应试教学

模式忽略了学生探索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1.2　工程力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课程思政”的指导要求以学生的“五大素养”

为培养目标，结合专业人才能力培养要求，将知识

教学和素质培养相统一，在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以学生的理想

信念培养为目标，用时代楷模的精神激励和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扬不畏艰苦勇于探索的精

神，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工程和我国现代工业和建

筑史中的重大贡献，激发学生培养严谨踏实工程品

质和具有成为新时代卓越工匠的意识。

工程力学课程在人才培养计划中还被列为通

识教育的必修课程，应当对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塑造科学情操起到重要作用［3］。基于课程思政指导

下充分发挥教师和课堂教学的示范作用，能够体现

出科学和工程融合的特质，在教学中将相关知识点

进行延伸，拓展学生专业知识面的同时积极鼓励学

生发展勇于探索科学技术的精神［4］。

2 工程力学课程思政体系建设途径

2.1　课程和课程思政之间的关系

工程力学课程在工科专业中起着承上启下作

用，课程围绕工程结构基本受力关系，受力机理、变

形特征、内力分布规律及破坏特点展开，以让学生

掌握杆系结构受力和内力计算方法等知识、具备对

工程结构力学问题的分析和简化能力为培养目标。

而课程思政“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

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5］，两者是互相促进的统一体。

在工程力学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建设要正

确把握“课程思政”的本质内涵，深刻理解“课程思

政”建设的基本要义；紧密围绕“一条主线”，有效发

掘以培养“5大素养（政治认同、家国情怀、宪法法律

意识、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为基本目标的教育资

源；严格贯彻教学与教育的一体化，确保课程教学

过程中立德树人和专业素质培养同步；系统建构

“课程思政”的课程体系，也是完善“三全育人”的措

施的重要保障［6］。
2.2　工程力学课程思政建设内涵

在建设过程中将课程知识分解为理论讲解、方

法介绍、工程应用 3个维度（图 1），分别针对性地进

行课程思政建设：（1）理论讲解过程中，结合力学发

展史，阐述国家发展过程中力学课程发挥的重要作

用；以力学领域的代表人物的经历和相关爱国奉献

故事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用新四军的铁军精神

激励学生独立创新的意识；以当代中国在高新技术

领域的新兴成果、伟大工程、先进机械等技术介绍，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2）在方法介绍中，开展工

程结构责任制等工程职业法规的介绍，强调设计的

严谨性，提高学生的职业法律意识，培养学生严谨

的工作作风；（3）工程应用讲解过程中，通过将力学

理论应用于我国优秀传统工程案例的讲解，用经典

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学习热情；以典型工程案

例，让学生从现实工程结构中探索力学原理，实现

书本知识从“公式”转化为现实“结构”，强化工匠精

神的同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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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程力学课程思政授课设计

利用图 1 所示方案将课程分解为理论、方法和

应用 3个维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维度授

课的课程教学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图 2）。充分

利用课程授课的“课前-课中-课后”环节，激发学生

学习积极性的同时将爱国、文明、法治、敬业、诚信

等良好品质的培养蕴含于课程的讲解、练习和试验

过程，并实现对学生 5 大素养和卓越工程品质的

培养

3 盐城工学院工程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措施

盐城工学院（以下简称我校）位于江苏省盐城

市，是省属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工程力学课程

是土木工程学院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的公共基础课

程，一般开设在大二第 1学期。笔者将课程思政融

入工程力学课程教学中，连续 2年在 2021和 2022级

交通工程专业任教班级中进行了实践，具体做法

如下。

3.1　以新四军红色文化培根铸魂，丰富课程思政

内涵

近代中国，我国的工程人继承和发扬了红色革

命传统，不畏艰难探索卓越，攻克了诸多世界难题，

且创造了多项国际领先的伟大工程。在我校工程

力学课程教学中发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的功能，以

富有苏北特色的“新四军”传统红色文化激励学生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全面提升学生的思

想境界，用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及反“围剿”中的

历史故事和案例激励学生在工程领域发挥不畏艰

苦的开创精神，为后续创造卓绝的成绩提供保障。

3.2　立足工程行业发展新方向，培养时代新人

随着智能化在工程行业的应用深入，人工智能

在生产、质检、监控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高校应当紧跟行业发展需求，对人才发展方向

进行预判，并有计划地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

培养与行业和社会需求相契合的高端复合型人才。

培养过程中注重学生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和科技创

新素质的发展，同时引导学生五大素养的培养。例

图1　工程力学课程内容分解

图2　工程力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课前

课中

课后讲解 练习 实验

将工程事
故的案例
用文字、视
频或报告
等形式，激
发学生的
好奇心和
反省意识
（课 前 预
热）

以 工 程 设
计方法、现
有工程、文
字 资 料 等
引 入 相 关
课程，激发
学 生 的 学
习热情

利用古籍资
料中的结构
及设计，对
照 课 程 知
识，介绍现
代工程力学
知识，利用
符合力学原
理的传统设
计成果，激
发学生的政
治认同和家
国情怀

关 于 强 度 、刚
度、稳定性的应
用过程中，强调
设计者必须遵
从自然科学的
一般规律，用相
关工程事故和
重大安全事故
案例分析，培养
学生的工匠精
神、道德修养、
法律意识等

用课堂讲解、板
书、多媒体，向学
生 展 示 课 程 知
识，加深学生对
课 程 内 容 的 理
解；利用课程实
验、有限元仿真
等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果。进一步
培养学生的工匠
精神、提高学生
的道德文化修养

利 用 课 后 习
题、工程案例
分析、课后试
验等形式的课
后扩展，巩固
学生对课程知
识的理解和应
用能力，并培
养学生的工匠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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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阜宁龙卷风后的灾后重建建筑以及针对苏北

地区抵抗龙卷风的建筑构造中的力学原理深入阐

述力学对现代生活的影响，鼓励学生探究工程中的

力学原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由于工程力学课程是工科类专业的必修专业

基础课，也是工程行业的发展基础，学校与行业企

业深度合作，以产教融合、产学研用等方式开展校

企合作和学生实践，先后和“华能风电”“中铁建设”

“南水北调”等行业龙头开展研究生工作站、学生实

践基地、名师工作室等形式的产教融合教学，实现

校企协同育人。教学中，还借用企业的先进技术和

工程应用案例来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

培养出业务领先、专业一流的技能储备人才。

3.3　建设“敢为人先、以身作则，专业扎实、立场坚

定”的教师队伍

教师在授课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7］，
在教学中“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8］，在协同育人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力军，做

好课程思政建设中应当全面提升“广大教师开展课

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9］。韩愈在《师说》中指

明师者应当“传道授业解惑”，而当下教师能够做到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所以“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

惑者也”。以前的高等教育教学模式中思政课程、

专业课程教学都由不同角色的专业教师来担任，相

关教师对于学生培养方面存在相互割裂的现象，而

课程思政指导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求专业教师

成为课程思政的主导，在传授专业课程知识的同时

对学生的思想品德、职业素养、家国情怀等都要产

生影响，将知识产生、课程安排、教学实施和学习转

化有机融合，形成立德树人、传道授业、家国情怀和

科学思考全方面融合的教学模式［10］。
在工程力学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贯彻课程

思政思想的教学模式，教师应当立足本身，成为学

生卓越工程品质的塑造者，具体包含：（1）坚定政治

立场，富有家国情怀和职业担当，随着时代和行业

发展不断学习知识和专业技能，用良好的精神面

貌、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进行授课；（2）
授课中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各个专业特点指明

相关力学知识的应用场景；加强校企沟通，在教学

案例中不断更新行业新知识，确保授课内容和行业

同步，相关措施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充分激励学

生的学习热情；还应注意对行业研究前沿的关注，

对行业热点和科研热点进行梳理，以此来培养学生

的工程能力和专业素养；（3）教师要有学会在传授

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应对当下

及今后复杂的环境和工作学习中的困难；不断用哲

学的思维来辩证对待教学，以自身的学识和品德影

响学生的同时从学生反应中不断修正教学方法和

教学措施，用学生的反应来验证教学效果。

4 教学效果

教师通过合理的教学情景设计，促使学生提高

学习兴趣；经过 3个学期的教学验证和持续改进，学

生的工程力学课程考试卷面成绩逐年提高。2023
年春学期土木工程学院任教班级课程考试卷面成

绩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班级卷面均分为 70.62 分，

及格率为 81.08%，说明课程思政对于学生学习积极

性的促进；从表 1 还可以看出班级的优良率为

37.84%，及格和良好级别的学生人数明显多于其他

等级，可见课程思政的作用明显。

为调查工程力学课程的教学满意度，笔者对试

验班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学生的满意

度较高（表 2），表明课程思政有益于师生关系融洽，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将思政内容融入课程教学是

对立德树人教学理念的落地，设计合理的力学思政

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

果，并增强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合理的教学案例

还能巩固知识积累，为后续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打下

扎实的基础。

5 结束语

工程力学课程是工程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在课程中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有助于学生树立良好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学生学习知识的

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并通过课程

思政建设在课程教学中兼顾学生素质和专业能力

的培养。

本文立足我校工程力学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学

表1　试验班工程力学课程考试卷面成绩分布

分数段

0~<60
60~<70
70~<80
80~<90
90~100
合计

人数

7
10
6

11
3

37

占比/%

18.92
27.03
16.22
29.73

8.11
100

及格

率/%

81.08

优良

率/%

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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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力不足、创新性训练缺乏的教学现状，针对性地

在教学中引入课程思政并应用于课程教学，将新四

军红色文化、行业发展动向融入课程教学并建立具

有我校特色的课程思政教学措施，并由团队教师在

教学中实施。近年的教学效果显示，运用课程思政

开展教学班级的考核成绩和教学满意度都优于其

他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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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工程力学课程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

调查项目

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满意度

线上教学满意度

线下教学满意度

占比/ %

5分

93.48
88.89
89.13

4分

6.52
8.89
8.70

3分

0
2.22
2.17

2分

0
0
0

1分

0
0
0

注：本调查采用五分制进行评分，5分为优，4分良，3分为满意，2分为不满意，1分为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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