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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政工程施工》课程思政教学中《地铁施工》教
学案例的研究与实践

张福龙*� 梁潇文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714000

摘� 要：《地铁施工》是《市政工程施工》课程中的一个核心知识点，该课程在授课时坚持以德育人，同时以新

时代的大国工匠精神为牵引，并以“三全育人”为最终教育目标，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同时具备良好的职业道

德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并且能够在遇到问题、困难及瓶颈的时候，保持举行学习与创新的能力，能够进行团队协

作、适应艰苦环境，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以及强烈的责任心、吃苦奉献的精神。

关键词：课程思政；技术技能人才；三全育人

一、前言

在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当今社会，高校的工科专业亦需要逐渐树立起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

教学目标。通过深入挖掘蕴含在课程中的思政教育资源，结合课程本身的知识点，将专业教学目标和课程德育目标相

结合，在知识传授中融入价值引领。以《地铁施工》为案例，通过学习地铁的相关概念、组成、施工工艺、技术要求

等，立足专业知识传授的同时，将德育与教学融为一体，培养学生专业的技术技能及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课程的主要建设实施思路是为满足施工一线企业的具体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的优秀员工，同时以一体化课程理

念为统领——学习即工作、工作即学习，并有机结合课程思政要素融入所学知识点，开展“线上�线下”课堂教学及

“学校－工地”穿插实践教学模式，满足个性化自主学习需求。

二、课程内容分析

《市政工程施工》课程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中《地铁施工》是以明挖法、盖挖法、

隧道新奥法施工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一讲教学

单元。以隧道新奥法施工为例，本单元的前序单元是隧道开挖作业，后续单元是隧道监控量测。隧道开挖后，围

岩失去约束，产生向隧道内变形，造成围岩不稳

定，因此开挖后及时施做支护来确保隧道围岩安全；支护结构施做后能不能让隧道围岩稳定，需要通过信息化手

段监测支护结构效果，从而保证隧道安全。

隧道新奥法施工部分的主要学情包括：学生具有隧道开挖作业的相关知识；对围岩识别及分类比较感兴趣；喜欢

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动手能力比较强，喜欢操作各类实践仪器和设备，对课本知识及规范相关要

求兴趣不是特别浓烈。

（一）主要的教学目标

主要的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及素质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地铁隧道初期支护（锚杆、喷射混凝土、钢架）的施工工艺和施工要点；二次衬砌和预支护的施工工艺和施

工要点；掌握隧道初期支护和二次衬砌的质量检查方法，熟悉质量检查规范要求。

���能力目标

能读懂初期支护及二次衬砌的各类施工图纸；能编制各种支护作业交底书；能熟练使用仪器设备进行支护工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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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检查。

���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团队合作意识；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学生职业责任感，质量安全意识；培

养学生劳动自豪感�

（二）教学方法和对策

该教学单元采用任务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法，在授课过程中采用头脑风暴、小组讨论、知识抢答等互动环节调

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并且以学生思维发展为中心，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知识，积极探索未知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明确知识目标，聚焦施工热点问题，以项目为导向，使教学目标明确化，教学结果可评价化。

���利用旧知识，激发学生认知新知识，温故而知新，利用动画、视频、图片等进行教学。

���创建可动手实践活动，具化隧道支护相关内容、概念，实现知识内化，提高应用能力。

���丰富案例，以实际工程为背景，将新旧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完成施工作业单，检测报告，输出学习成果。

三、课程建设实施思路

（一）以课程为导向，培育大国工匠精神

《市政工程施工》课程中的《地铁施工》教学单元主要教学方法包括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法、行

动导向法等，旨在培养具有“干得好、留得住、用得上、下得去、敢担当、勇作为”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同时结合相关课程标准，有机地融入思政元素，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并以学生为主

体，制定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和标准，以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丰富课程思政内容，提升“三全育人”新格局

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结合不同的学习场和工作场开发新颖的教学内容，吸

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学习的乐趣，在教学过程中开发新的教学方法及教材，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并采用过程性

考核的方法，在实际教学中注重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勇于创新的精神，同时结合相应

的思政内容，激发学生发扬大国工匠的精神，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品格。在“三全育人”的大格局大背景

下，充分发挥本专业的特色，以立德树人、内外兼修为目的，制定专门的教学目标，扩展学生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

在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上实现全面的课程思政改革，满足全方位的教学育人的要求���。

（三）融入企业文化，优化传统教学模式

在基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注重第二课堂教育，使学生充分了解未来将要面临的工作并应具备的相关专业知

识，在教学过程中结合相应的企业文化精神，坚持德育教育为导向、内涵培养为抓手，不断深入改革教学方法及教学

手段，并融入相应的课程思政内容，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培养学生内在的职业精神。

四、研究的创新点

（一）“师”字开头，“思政”引领

《市政工程施工》课程在教学中高度重视课程思政在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突出文化育人与技能培养相

结合，探索实施文化育人、总结凝炼立体德育模式、完善落实专业技能考核标准，同时激发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

中具有整体意识、能够团队合作、互助互利，树立为集体和他人着想的无私理念���。

以《地铁施工》内容为例，通过课堂教学引入工程案例施工中不畏艰险的心路历程，帮助学生树立迎难而上的人

生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通过对文化自信的正确认识，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不懈奋

斗的进取精神，为全面思政育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融入工匠精神的思政元素

该教学单元结合相关工程案例，引入授课内容，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有机地融入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结合所学知

识点，有效地提高学生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强大家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三）教学效果分析

���有助于培养学生不畏挫折或困难、敢于创新、勇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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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编制相关施工方案的能力，提高学生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

五、结束语

通过学习《地铁施工》教学单元，实现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及管理有效融合，提升了课程教学质量，使学生深

刻掌握明挖法、盖挖法、隧道新奥法施工的主要教学内容，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举一反三，利用所学过的知识，来解决

工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在复习旧知识的时候，能够有所新的收获，旨在重点培养“懂设计、精施工、擅管理、能维

护”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国家建设输送源源不断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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