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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

《土木工程材料》是面向土木工程专业大二学生开设的

一门专业教育课程，共 40 学时，是为解决土木工程实际问

题服务的重要的学科基础课。课程使学生掌握有关土木工程

材料的基本理论、知识、性能，能够正确选择、分析、检验

和应用常用土木工程材料，并能研究和组配新型复合材料，

为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工匠精神、实践能力、创新精神、

环保意识”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服务。课程内容包括常用土

木工程材料的品种、生产工艺、基本组成、主要性能、用途

及检测方法。

课程特色为应用“四真三化”（FT）课程建设模式，将

专业核心素养融入知识体系，形成课程态度目标，落实到课

点，分解为态度点、知识点、技能点，通过课点的实施与评

价，保障课程育人成效。

二、思政元素挖掘与思政素材选取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所服务的土木工程专业作为工科

专业，制定“全课程”育人体系矩阵（见表 1），课程落实专

业育人要求，制定课程思政育人矩阵（见表 2）。通过“教学

任务工作化、工作任务课程化”将课程内容重构为 5 个项目。



思政元素挖掘的流程为：专业思政目标→课程思政目标→项

目思政目标→课点思政目标→态度点（从知识或技能的产生、

发展、应用案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中挖掘思政元素选取思

政素材）。态度点与知识点或技能点组合，形成思政课点，

在课点学习过程中通过案例分析、实验训练、小组任务、实

践等行为外显，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效契合，见表

1、2、3。课点 11：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课程思政素材选取见

表 4。



三、课程思政案例设计与实施

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是根据工程要求、结构形式和施工

条件来确定各组成材料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配合比是混凝

土的灵魂，直接影响着混凝土的性能、质量和耐久性。

1.案例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

（2）开发设计轻质高强混凝土。

能力目标：



（1）根据工程需要，能够提出不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方案，并进行性能检测及混凝土质量评定。

（2）对混凝土出现的问题，能够从材料的角度分析问

题并提出改进措施。

价值引领目标：

（1）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爱国情怀。

（2）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与按规范做事的职业素养。

（3）启发学生创新精神和环保意识。

2.教学组织与实施

学情分析：学生对混凝土的组成基本了解，但不清楚混凝

土配合比设计具体要求及步骤。学生不喜欢听过多的理论讲

解，喜欢实践、探索、竞争、展示和表达自我。学生通过手

机获取信息，手机均下载安装知到 APP，能熟练操作和使用。

图 1 《土木工程材料》课前调研情况

教学预测：涉及概念多，应用公式多，查阅表格多，设

计步骤多，计算后需查阅标准复核 2 次，步骤环环相扣，任

何一个疏忽和错误，会导致后面的计算结果均错误，埋下工



程隐患。混凝土配制时，会有同学想去任意加水、水泥等。

解决预案：通过港珠澳大桥沉管混凝土不开裂的超级配

方的得出过程，指出计算中必须养成严谨细心；通过长沙问

题混凝土案例进行课程思政警示教育，任意加水、水泥等会

留下严重的工程隐患。

（1）教学设计

图 2 教学设计示意图

采用先学后教、团队合作、做学结合的方式，通过港珠

澳大桥沉管混凝土不开裂的配方，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爱国

情怀。通过长沙问题混凝土事件，警示学生要按照规范做事。

在试验检测中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团队参加混凝

土创新设计大赛，在比赛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环保

意识。

（2）教学实施

课前预习：在知到 APP 中分班管理，布置预习任务：计

算 C30 混凝土基准配合比，学生课前学习智慧树慕课，完成

小组任务。教师下发思政案例素材，学生了解张宝兰团“打”

出“超级配方”创造的沉管不裂、滴水不漏的世界奇迹。



图 3 在知到 APP 中分班管理

图 4 预习任务发布

图 5 学生课前自学智慧树慕课



图 6 分组提交配合比设计方案

图 7 港珠澳大桥案例学生讨论

图 8 学生进行方案汇报



图 9 小组之间互相点评

图 10 学生查找资料得到的沉管混凝土优选配合比

课堂教学：课上抽签选取学生进行方案汇报，组间互评，

教师点评，记录过程成绩。教师对典型错误进行集中讲解。

课程思政（家国情怀）：学生讨论得出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观念转变，比较港珠澳大桥沉管混凝土生产配合比与普通

混凝土配合比的异同。通过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宝兰和团队

坚守海中荒岛 7 年，白手起家搭建试验室，进行了海量的试

验后，最终拿出了使混凝土开裂风险降到极致的“不开裂混

凝土超级配方”，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

课堂任务：应用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进行哈伊高铁桥

墩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哈伊高铁地处高寒地区，设计时要考

虑高寒地区的工程需要，也使学生了解龙江建设。

学生参照公路工程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进行配合比

设计，完成后教师讲解混凝土实验室配合比的确定、调整。



强调配合比设计过程中严谨细心、沉着冷静。

图 11 学生分组完成哈伊高铁桥墩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课程思政（职业素养）：反面案例：分析长沙问题混凝

土事件，引发讨论：为什么工人要在浇筑混凝土的时候加大

量的水？通过事件后果分析，强调按照规范做事是工程人的

职业素养。

图 12 长沙问题混凝土学生讨论

性能检测（工匠精神）：学生进行混凝土和易性检测，

反复调整试拌，直到和易性满足要求，得到基准配合比。在

基本配合比的基础上，水胶比增加或减少 0.05，采用基准用

水量，改变水泥用量，形成三组配合比，每个配合比按照标

准方法制作一组试件，标准养护 28 天后试压，完成混凝土

实验室配合比的确定。



在实验中组员应相互协作，认真严谨精益求精，实验操

作必须认真规范，严格按照工程标准规范进行。实验完成后，

清理实验用具，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图 13 教师讲解实验注意事项

图 14 学生分组完成混凝土的和易性及抗压强度检测

归纳总结：学生归纳总结设计要点，教师进行总结提升：常

怀家国在心中，配比计算要慎重，规范标准严执行，匠心技

能担使命。



图 15 教师总结提升

课点延伸，课程思政（创新精神）：举办轻质高强混凝

土创新设计大赛，学生分组设计轻质高强混凝土，鼓励使用

建筑废物、环保材料，树立学生的环保意识，激活创意思维，

培养创新能力。

图 16 学生代表在混凝土设计大赛发言

3.教学效果分析及教学反思

课程理实融合，学做合一，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

工匠精神，引导创新思维，三维教学目标达成度较好，学生

表示会学好理论知识，扎实实验技能，勇于创新创造，将个

人前途与国家发展炙热相融，部分学生反馈如图 17。



图 17 学生学习反馈

学生团队在第九届、第十届黑龙江省轻质高强混凝土设

计大赛获得黑龙江省本科组第三名。学生张云蕾的《轻质高

强混凝土的设计研究》获批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

目。教师学生团队获批 2020 年齐齐哈尔市科技计划创新激

励项目。在课程结束后的工程实践期，学生能很快融入实习

生活，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得到企业的好评。



图 18 学生团队获得第九届、第十届省混凝土设计大赛第三名

图 19 学生、教师获批大创立项及科研立项

开展课程思政以来，课程将思政目标落实在教学大纲和

开课说明中，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果，学生、同行、督

导认可度高，近 3 年教学质量评价均为优秀。

4.教学创新

（1）思政目标落实到课点上，在课点学习过程中将态

度点融入知识点、技能点，通过实践、设计等外显行为，实

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效契合。

（2）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活动

中深化认识、提升感悟、素质养成。

5.课程思政的理念与内涵



课程思政的理念是协同育人，课程落实专业制定的“全

课程”协同育人体系矩阵，将课程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

价值和精神内涵建构成为思政目标，见表 2、3。

课程思政的内涵是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职业素养、实

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环保意识。

6.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

课程将思政育人教学目标层层分解至课点，进一步细化

为态度点、知识点和技能点。通过态度点与知识点、态度点

与技能点或态度点与知识点、技能点的有机融合，完成思政

育人目标，实现育人成效。通过学习产出测量标准对态度点、

知识点和技能点进行评价，检验思政育人目标达成情况，如

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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