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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我们的教育

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而

后，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各类课

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2]。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这些论述，教育部于

2020 年 6 月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全面推行课程思政。因此，课程思政已成为目前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2]，这就要求高校教师不仅

是“教书匠”，更要做育人“大先生”。
《土力学》课程是水利水电、土木、地质、采矿以及交

通运输工程等多个专业都会开设的学科基础必修课，主

要讲授土的物理、渗透、压缩和抗剪强度特性，以及土压

力、边坡稳定性分析和地基承载力计算。该课程具有很

强的实践性[3]，相关知识点可直接应用于工程实际问题，

且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工程建设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4]，“上天、入地、下海”均有涉及。清华大学李广信教授

认为土力学中充满了哲学命题[5]，具备开展思政教育的

先天优势。因此，在这门重要的专业课中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有利于点燃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专业

热情，实现育人和育才的有机统一；相关探索和实践也

可适用于多个专业，具有较强的普适性。
一、以“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为契机，积极推进思政

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

目前，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难点是，长期

以来思想政治课程和专业课程相互隔断，不可避免地出

现“两张皮”的现象[6]。专业课程教师往往偏重于本专业

相关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讲授，而认为思政教育只

是思政课程教师和辅导员的责任和任务[7]。另一方面，在

各高校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对于如何将思

政元素水到渠成地引入专业课程这一问题，很多专业课

程教师感到力不从心。究其根源是因为，与思政课程教

师相比，专业课程教师没有经过系统的政治理论培训，

导致其难以灵活地运用辩证唯物思维看待专业知识。
2018 年教育部提出了实施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8]。以作者所在学院为例，目前约

70%学生党支部书记和委员由专业课教师担任，教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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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则全覆盖。通过选拔和培育一批“双带头人”，能有

效地促进这部分专业课程教师政治素质的提升，解决上

述“力不从心”的问题；他们将成为课程思政建设的一支

“生力军”。作者自 2015 年起担任学院学生支部书记，同

时也承担岩土力学方面的教学工作，深感“双带头人”经
历能对专业课程教师思维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开始探索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期间获校“双

百行动计划”党建品牌建设项目“以学生党支部建设为

抓手，促进学风建设”。作者所在学院则把课程思政建设

列入党政工作的重点，目前正在开展专项课题“专业课

与思政教育融合路径的探索与实践———以电力工程学

院为例”。本文是作者近几年来将课程思政元素融于《土

力学》教学的探索与实践总结。
二、《土力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及案例

根据土力学的课程特点和教学内容体系，将思政元

素总结为家国情怀、专业自豪感、专业责任感、辩证唯物

思维、工匠精神以及科技创新等 6 个大类。结合不同章

节的教学内容安排，设计了有针对性的课程思政教学案

例表，如表 1 所示，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土力学课程

教学，探索构建土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
（一）家国情怀

绪论的作用是开宗明义，在此部分着重介绍我国土

力学学科的奠基人黄文熙先生和茅以升先生。两位宗师

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学

成归国；率先将土力学引入我国，投身祖国建设，勇于创

新，打破了外国技术的垄断。另外，推荐学生在课后观看

“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系列剧

目———《茅以升》。让学生了解到土力学在我国发展的早

期艰苦历程，认识到土力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休戚与

共，弘扬家国情怀。
（二）专业自豪感

目前在我国，重大工程乃至超级工程的兴建，对土

力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

基础处理、南海岛礁的吹填、川藏铁路的特殊土、高铁的

轨道沉降、高层建筑的深基础等。在这些工程建设过程

中，土力学扮演着“先行官”的角色。主要教学设计及案

例如下：

1. 在土的物理性质部分，引入云南膨胀土地区公

路边坡失稳案例，讲解其遇水软化特性，以及对应的防

治技术。
2. 在土的渗透性部分，引入昆明草海湖底隧道，讲

解相应的防渗技术，并过渡到讲解港珠澳大桥 7 公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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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思政元素与土力学教学内容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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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隧道如何“滴水不漏”。
3. 在土的压缩性部分，通过播放我国高铁上“立硬

币不倒”的视频，结合学生们的乘坐体验，引出轨道沉降

控制技术。
4. 在土的强度模型部分，介绍我国独创的清华模

型、后勤工程学院模型以及南京水科所模型；在边坡稳

定分析部分，介绍我国独创的不平衡推力法，增强学生

的文化自信。
在工程建设中，也活跃着一大批昆明理工大学电力

工程学院校友的身影，例如，水利部南水北调中线建管

局李舜才副总工程师是水工专业 84 级校友，云南金沙

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高盈孟总经理是水工专业 78
级校友。他们即是曾经的学长，又是这些国之重器建设

的亲历者和守护者。将优秀校友的事迹作为思政元素引

入土力学课程教学，增强学生对学校、对学院、对专业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
（三）专业责任感

工程结构的安全与否，关乎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稳定。通过讲解工程事故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点，探寻事故发生原因；并展示触目惊心的事故后

果，增强学生的专业责任感，帮助学生理解工程师肩上

所担的公众和社会责任。主要教学设计及案例如下：

1. 在土的渗透稳定部分，引入 1998 年九江大堤决

口事件。另外，展现在抗洪救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部分

感人事迹，让学生体会到洪水无情人有情。
2. 在土压力部分，引入上海楼房倒塌事故，展示详

尽的地勘资料和事故调查照片，让学生分组讨论，每个

小组派出代表分析事故可能的原因，初步了解和体验事

故调查工作，认识到土力学知识的实用性。
3. 在边坡稳定分析部分，引入弄假成真的日本神

奈川县滑坡原位试验，播放珍贵的历史影像，并介绍 32
年后再次开展的滑坡试验，让学生认识到对未知现象的

探索需要坚持和累积。
（四）辩证唯物思维

通过融入该元素，旨在引导学生用辩证唯物思维看

待和解决土力学相关问题。主要教学设计及案例如下：

1. 在土的物理性质部分，引导学生将土体微观结

构与其宏观力学特性联系起来，着重说明前者决定后

者，引出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即宏观力学特性为“现

象”，微观结构为“本质”，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理性视角。

2. 在土体中的应力部分，通过演示有效应力的推

导过程，以及基底应力简化的计算，引出“抓住主要矛

盾”的哲理，并说明土力学的实用主义特色。

3. 在地基承载力部分，通过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新年贺词提及的用典“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引出地基

即为“累土”，既说明地基研究的重要性，又引出质量互

变的哲理。
4. 在地基承载力部分，引入加拿大特朗斯康谷仓

倾覆事故，事故原因是未进行勘察，直接采用邻近建筑

基槽的试验数据，引出在土力学相关工程实践中也需坚

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 在边坡稳定分析部分，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工程

安全性与经济性之间的关系，引出对立统一的辩证关

系。
（五）工匠精神

土力学是一门与实际工程密切相关的学科，可以说

是因工程而生，与工程休戚与共。因此，工匠精神在土力

学教学以及实践中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不仅要求学生掌

握扎实的理论知识，更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他们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教学设计及案例如下：

1. 开设综合实验课程，通过若干事故案例，强调因

为不重视土力学实验，极易引起工程事故，例如，加拿大

特朗斯康谷仓倾覆事故。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分组

独立完成实验，规范实验操作步骤和数据记录，并学会

数据处理、结果判定以及误差分析，注重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2. 开放土力学实验室，鼓励学生将土力学作为创

新创业竞赛以及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对相关工程

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六）科技创新

2018 年，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重大科

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上。融入该元素，旨在使学生理解“科学无国界，但

科学家有祖国”，认识到科技创新的紧迫性，并进行初步

的创新训练。主要教学设计及案例如下：

1. 在土的渗透性部分，讲解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

时，引入林鸣总工程师的事迹，当他面对外国公司的漫

天要价，毅然走上了一条自主攻关的路子，让学生意识

到目前我国仍有很多“卡脖子”问题。
2. 在土体中的应力部分，向学生介绍比萨斜塔的

建造历史、地勘情况以及倾斜原因。而后，提问“如何让

比萨斜塔不斜？”，让学生分组讨论，每个小组派出代表

汇报纠偏方案。教师进行总结和比选，最后介绍拯救委

员会采用的方案———地基应力解除法，并说明该技术的

土力学理论依据以及工程应用情况。
3. 在土的物理性质和边坡稳定分析部分，向学生

介绍研究进展，包括扫描电子显微镜、CT、核磁共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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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折减法、数值计算方法以及可靠性分析等；作一场较

为简短的学术讲座，介绍授课教师的最新研究成果，如

图 1 所示，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并鼓励学生继续深造。
三、结束语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背景下育人育才的一项伟大举

措。本文以昆明理工大学电力工程学院开设的《土力学》
课程为例，结合“双带头人”培育工程，总结了近几年来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1.“打铁还需自

身硬”，趁着“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东风，可为课程思政

培养一支“生力军”，解决“力不从心”的问题。2.遵循专

业课程的体系和特点，寻求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点的最

佳契合点；对于土力学课程，可从家国情怀、专业自豪

感、专业责任感、辩证唯物思维、工匠精神以及科技创新

等 6 个方面将两者进行自然对接，并给出了相应的教学

设计与案例，提出了土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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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术讲座 PPT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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