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课程思政案例

一、案例名称

课程思政全覆盖，构筑育人“同心圆”

二、案例基本情况

1.案例主题

通过学科渗透的方式，将思政教育融入《土力学与地基基础》专

业课教学，并覆盖全部知识点，构筑育人“同心圆”。

2.结合章节

在《土力学与地基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思政教育覆盖至全部

专业知识点；然而，绪论是对全书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主要包括课程

性质、学科发展历史及意义、课程框架、学习任务及目标和学习方法

等内容。授课教师讲好绪论课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为

学生梳理学习脉络；此外，学生学好绪论课亦对学好整门课程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将《土力学与地基基础》课程中的开篇课程—

—绪论作为课程思政的典型案例。

3.教学目标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引领下，国家大力推进交通强国

战略。为了培养服从国家意志、促进轨道交通行业发展的施工建设者

和运营维护者，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素质教育为核心，注重德技并修、

育训相成，结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了知识

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和思政目标“四位一体”的课程标准。



绪论课程的教学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

A.土的成因及定义；

B.地基和基础的概念及作用；

C.课程的学习内容及应用。

（2）能力目标

A.能准确阐述土的定义；

B.能够区分地基和基础；

C.能准确阐述地基和基础的作用；

D.能说出课程的框架结构；

E.知道本课程的应用领域及解决的问题。

（3）情感目标

A.养成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B.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C.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4）思政目标

A.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弘扬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

B.让学生懂得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应防微杜渐；

C.向学生积极宣传我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

D.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坚守底线和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4.案例意义

为了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的育人格局，形成完整的课程育人

体系，将《土力学与地基基础》课程与大学生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构筑育人“同心圆”。以过硬的政治素养为基础，以对

专业知识点的深刻理解为前提，深入挖掘了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的关

联性，有机融入了劳动教育、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和职业

规范等内容，积极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将思政教育融汇于《土力学与地基基础》教学并覆盖至全部知识

点。通过学科渗透的方式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实现了“立德树人”

的“润物细无声”。此外，在绪论课的教学过程中通过视频或图片的

形式引入工程案例、中华经典故事和优美古建筑，有效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兴趣，为学生学好本课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案例解析

1.教学思路

课程团队于2020年 3月至2020年 8月完成了课程思政覆盖全部

专业知识点的《土力学与地基基础》校级精品课建设（清华在线教育

平台）。

将教学过程设计为课前引导（前奏曲）、课中强化（进行曲）和

课后反馈（结尾曲）的教学三部曲。

在工程案例（课前）、视频讲解（课中）和知识拓展（课后）环



节，挖掘专业知识点与思政教育的关联性，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2.教学设计与实施

【基础教材】

2020 年 3月至 2020 年 8月，课程团队开发并出版了《土力学与

地基基础》课程思政一体化校本教材，将其作为基础教材。



【教学设计】

在学生已经学习完《工程力学》、《土木工程材料》和《工程地质》

课程的基础上，以火神山医院地基处理（施工视频）为教学案例进而



引出授课内容。运用图片（视频）演示法和案例法，让学生了解《土

力学与地基基础》课程能解决哪些问题、主要学习哪些内容及如何学

好本门课程；让学生知道土的成因及地基基础的概念。挖掘工程案例

背后的思政元素，使学生在身临其境地学习专业课知识的同时接受思

政教育。

【案例导入】

播放火神山医院施工视频。通过观看视频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提出如下问题：

（1）火神山医院施工的首道工序是什么？

答案：地基处理

（2）为什么要进行地基处理？

答案：改善地基土的强度、渗透和变形特性。

【知识讲授】

由课前案例引出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

（1）本课程的三个基础概念：土；地基；基础

（2）本课程主要解决土的三类问题：

A.渗流问题

引入《韩非子·喻老》中的“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的中华

经典故事，通过渗透破坏过程的分析告诫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

都应防微杜渐。



B.强度问题

引入阿富汗大型山体滑坡，通过分析山体滑坡原因及防治措施，

积极宣传我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

C.变形问题

引入比萨斜塔进而引入苏州虎丘塔，通过对比二者的建造历史及

学术价值，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3）本课程主要内容

A.土力学基础理论

以时间为轴，讲述本学科的发展历史及意义，适当引入思政元素。

例如：由冻土特性联系到青藏铁路，激励学生学习“勇闯一流，

不畏艰难”的“青藏铁路精神”；摩尔-库伦强度准则是依据圆和线的

位置关系判别土的状态，只有摩尔应力圆位于库伦强度线下方，土体

才能处于安全状态，由此联系到“坚守底线”；由库伦土压力理论联

系到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B.土力学试验



简介土力学中的五项基本试验，即含水率试验、颗粒大小分析试

验、液塑限试验、压缩试验和直剪试验，鼓励学生学习和发扬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

C.地基基础施工

介绍地基处理方法、基础类型、适用条件及施工方法，适当引入

思政元素。例如：由基础施工联系到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由桩基

础的组成联系到家国情怀；由沉井基础优势联系到“港珠澳精神”。



3.教学效果及评价

（1）课前的教学案例让学生“身临其境”，既拉近了学生与专业

知识点的距离，也激发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可通过解决案例中提

出的问题，增强学生学习的成就感，唤起学生对本课程的重视。

（2）学生对教学案例和教学视频末尾的思政小课堂抱有较高的

期待，普遍认为此项设计可为枯燥的专业课学习调色、增彩。

（3）课前引导（前奏曲）、课中强化（进行曲）和课后反馈（结

尾曲）的教学三部曲不仅为学生规划出“水到渠成”的学习路径，还

可借助三部曲设置丰富的教学资源，便于学生按需取材。

四、案例反思

1.创新点

（1）建设了思政元素覆盖全部专业知识点的《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校级精品课。

（2）开发并出版了《土力学与地基基础》课程思政一体化校本

教材。

（3）设计了课前引导（前奏曲）、课中强化（进行曲）和课后反

馈（结尾曲）的教学三部曲。



2.改进措施

（1）对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专业教学标准，与时俱进地挖掘

专业知识点与思政教育的关联性，提升授课教师选择思政元素和思政

载体的能力，实现专业知识点和思政教育的完美对接。

（2）制定并完善思政目标的考核标准，以期实现互动、共建、

互助、共赢的课程建设新模式。

（3）鼓励学生多思考、多阅读、多联系，让学生主动挖掘专业

知识点和思政话题的关联性，在学生中征集与专业知识点相关的思政

元素，激励学生参与课程思政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