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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深入贯彻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以土建

类博士研究生必修课《非线性分析》课程为例，在深刻理解“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关系

的基础上，梳理“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和方法，修订融入课程思政的《非线性分析》课程教学大纲。

将思政教育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内化于《非线性分析》课程的教材编写、课堂讲授、学术探

索和评价指标体系中，努力深挖土木学科中的德育元素，将立德树人的思想贯穿于教学体系的各个环节。

深挖《非线性分析》课程的思政元素，从“课程思政”融入《非线性分析》课程体系的意义、具体实施

方案和具备较高“课程思政”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等几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为其他土建类研

究生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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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Guiding Outlin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ourses, taking the “Non-linear Analysis” 
course,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doctoral students in civil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on the basis 
of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cur-
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method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re sorted out. The requir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arxist 
viewpoint and methods are internalized in the textbook compil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aca-
demic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Nonlinear Analysis” course. We should dig 
deeply into the moral education elements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put the thought of cultivating 
people through every link of the teaching system. We need to dig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Nonlinear Analysis” course. In this paper, the significance, concrete implementa-
tion pl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with high quality of integrating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olitics” in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Nonlinear Analysis”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dis-
cussed. It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
gy and politics” of other civil engineering graduat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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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我国高等院校在思政工

作中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各类其他专业和基础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最

终形成协同效应。”[1]从此，拉开了高校课程思政的序幕。2018 年 3 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教育工作

会议上讲话中指出：“要啃下一批‘硬骨头’，解决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和思政课中的一些难点问题。”

[2]同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各个环节，

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必须把思政工作有机融入到教学、科研、学科建设、教材编写和管理体系中，

才能真正把提高育人效果落到实处[3]。从而，课程思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

课程思政犹如燎原之势在国内高校生根、发芽，取得很多喜人的成果[4] [5] [6] [7] [8]。2020 年 6 月，教

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高校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建设的总

体规划目标和重点研究内容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被明确指出，高校要继续进一步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资源，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课程思政建设要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心点，提

升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系统深入的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梦教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等，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切实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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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课程思政已成为高校的一项长效工作深入开展起来。 
我校在近两年也开展了多项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思政立项建设工作，构建了立德树人长效机制，完

成了所有课程教学大纲融入课程思政的修订工作，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并成立了“校课程思政建

设工作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非线性分析》课自博士立项通过后一直作为我校土木专业博士研

究生的一门必修课，有幸成为我校首批获批的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在授课的各个环节中，如

何深入探索与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方法，将思政教育的要求与《非线性分析》

课程自身的内涵相融合，使思政教育的思想真正融入到课程体系的各个环节，从而挖掘出《非线性分析》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建立系统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和评价体系等，如何将价值的引领与知识的传授相互

结合，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立德树人，将是一项亟待解决的工作。 

2. “课程思政”融入《非线性分析》课程体系的意义 

《非线性分析》作为我校土木专业博士研究生的一门必修课，将“课程思政”融入到课程体系的各

个环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研究生作为一类精英群体的代表，随着学历和阅历的增长，在心理上已趋于成熟，多数研究

生的心态更加健康和自信，他们选择继续深造的主要原因还是怀着永攀科学高峰的决心和信念。但在这

多元化时代，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研究生队伍中也存在部分研究生出于功名、就业或其他复杂的学业

动机，导致部分研究生未免也会出现社会责任感缺失、学术道德偏失、甚至悲观或抑郁等心理健康方面

的问题。面对这些存在的问题，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无法全部解决研究生群体面临的困惑，也无法

全面的对接他们存在的价值诉求。特别是在博士阶段，学生的理论课程本身安排的就比较少，在这种情

况下，更要抓住有限的课堂内容，通过授课过程中加入思政内容，潜移默化的对研究生进行思政教育，

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第二，针对“课程思政”开展系统、全面的《非线性分析》课程设计与建设，对学生进行三全育人

教育是教育部制定的《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的具体体现。将知识的传授与价值的引领二

者相结合，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水平，以及开阔创新精神的复合型

高级建筑类人才。围绕土木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的目标来挖掘《非线性分析》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建立

系统、科学的“课程思政”体系，从而有助于完善研究生知识体系构建。 
第三，土木类博士生研究生是中国建筑业的高层次储备人才，他们将逐步成长为工民建、道桥、地

铁等单位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将对中国建筑行业的政治生态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课程

思政”在《非线性分析》课程中的运用，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因势利导的对博士生进行德育教育，最终

形成“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 

3. 《非线性分析》“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  

梳理“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和方法，修订融入课程思政的《非线性分析》课程教学大纲。《非线

性分析》课程首先要立足土木学科自身的培养方案，寻找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的共鸣之处，对其切入点

进行合理的论证，并将其真正融入课程的教学大纲、授课计划和讲义中去。教学大纲中应明确到章节所

承担的“课程思政”具体的内容，给出相应的教学设计详案、电子教案、典型教学案例及相应的教学参

考资料等具体手段与媒介。将思政教育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内化于《非线性分析》课程的教

材编写、课堂讲授、学术探索和评价指标体系中去，努力深挖土木学科中的德育元素，将立德树人的思

想贯穿于教学体系的各个环节。其融入课程思政的《非线性分析》课程教学大纲具体修订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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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非线性分析概论部分 

介绍非线性系统的起源、发展和应用，将科技哲学的思想渗透给学生，通过介绍艰辛的发展史让研

究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和土建专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永攀科学高峰的执著精神。让学生在了解土建类

非线性系统发展史料的同时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尊重和渴望。 

3.2. 非线性微分系统定性理论部分 

混沌相关理论告诉人们，尽管混沌表明看起来复杂多变，但是内部还是存在一定的规律，虽然不能

够长期预测，但是可以进行短期计算和预测。尽管客观事物往往是复杂的，但只要使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得以充分发挥，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就能预测、控制并利用混沌复杂性来推动科技和社会的发展。

此外，混沌的演变过程也给同学们以启示：确定性的定律有时会产生貌似随机性的混沌性态，秩序中又

会孕育出符合自身特性特有的混沌，研究生在求学的过程中也应不为浮尘遮忘眼，能够正视自己的得与

失。 

3.3. 混凝土损伤断裂的分形特征部分 

对于有着广泛哲学意义的分形理论，引导学生在认识事物时应着眼于主体与个体的辩证统一性上，

那些表面极不规则和支离破碎的几何形体却有着自己内在的特性和规律，而且部分中蕴含着整体，进而

让学生加深理解分形的自相似性、递归性、仿射变换不变性和层次性等特征。 

3.4. 混凝土结构非线性过程分析部分 

在讲到运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进行求解和模拟过程中，引入学术不端的案例。深入贯彻和执

行习总书记关于科研诚信和科学道德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辽宁省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

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我校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意见》，

学生通过对当下一些学术不端事件的了解，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在开展学术研究中，一定要严格遵守学

校学风建设相关的管理办法，遵守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行为规范，遵守国家及相关部门制定的有关法

律法规。切实加强我校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制度化建设，巩固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活动和科学道

德取得的成果，完善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教育长效机制，严格遵守和维护国家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

全、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规定。坚持诚实守信，倡导团队协作。 

3.5. 混凝土结构实验数据的统计推断部分 

从哲学角度来分析，概率统计相关理论揭示了一个假设可能性的世界，这是区别于客观世界的一种

潜在的世界。这种想法作为认识论的范畴，突破了认识的局限性，开辟了认识的新起点，使人们意识到：

研究事物的规律能够以可能性空间的存在为前提，这种思想不仅使人们对微观世界的结构有了新的认识，

而且建立了科学抽象的新起点。学生可以在大量的可能性的空间里，来进行“主动的”、“多自由度的”

以及“多向的”选择与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高层次的发展[9]。 
此外，《非线性分析》课程设计上要结合博士研究生的认知规律和授课进度。在最开始的几次课中

要注重对研究生科学思维和科学素养的培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去审视和解决我国的具

体问题。而在后半程的教学过程中则要更加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科学情怀和世界格局。 

4. 《非线性分析》“课程思政”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  

要想真正实现将思政内容有机的融入课堂教学，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培养一支既具备

高水平的专业素养，又能将“课程思政”的内容有机结合到授课过程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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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博士研究生授课教师“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努力提升授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水平和教学动力，要让授课教师深刻体会到“课

程思政”与专业课程二者是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关系。“课程思政”在课堂上的开展不但不会干扰或

削弱专业课程的教学，反而会更大程度地体现课程自身的人文价值和学术价值，使研究生从社会、历史

及价值理性等各个角度更加深刻地理解土木专业的内涵和发展方向，从而达到提升整体课程教学效果和

质量的目的。最终，实现提高研究生的专业素养和学术热情的目的。与此同时，还要使授课教师意识到

“课程思政”的思政元素可以内化为研究生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科学素养，从而影响他们未来在学

术道路上的发展，使学生受益终身[5]。 
第二，提升土建类专业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素质和能力。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授课教师不同，“课程思政”更多的来自于非思政专业教师的讲授。土建类专业教师自身的思想政治

素养和水平将直接影响“课程思政”的授课效果。因此，专业教师一方面要发挥对土建类专业领域的深

刻理解和领悟，深挖专业领域深层次的思政素材；另一方面，还要多组织全体教师参加“课程思政”培

训，与思政课教师多多学习和交流，提升自身的思政素养，学校或学院层面应为专业教师与思政课授课

教师牵线架桥，按需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课授课教师结对子，确立思政切入点及结合度、实施效果

等，实现多措并举，扎实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第三，将“课程思政”的授课情况和效果逐渐纳入教师评教、绩效考核及职称评定体系中去。“课

程思政”对于研究生科学情怀和政治素养的培养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评价的原则更注重教学

的过程而并不是结果。相应地，评价标准的也应该更侧重于定性评价而不是定量评价。现有的考评制度

关注焦点是教师的专业理论知识授课水平和学术能力。而要提高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协同育人职责，

还应将授课教师的思政育人效果和思想道德素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贯穿于专业教师的综合考评制度中，

真正使研究生专业教师和导师成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领路人和责任人。 

5. 结语 

文中以土建类博士研究生必修课《非线性分析》为例，在深刻理解“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

向同行关系的基础上，深挖《非线性分析》课程的思政元素，从“课程思政”融入《非线性分析》课程

体系的意义、具体实施方案和具备较高“课程思政”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通

过“课程思政”在《非线性分析》授课过程中的实践我们清楚的认识到，“课程思政”任重道远，绝不

是一蹴而就的，随着课程思政的深入开展，不断深挖《非线性分析》课程体系中的思政宝藏，进而实现

“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二者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目的，达到全面有效提高立德树人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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