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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理工科课程思政改革基于知识载体提炼德育元素，存在思政元素无序堆积、育人目标不集中的弊端。

基于给排水专业课程群，文章提出围绕专业使命、专业文化、工程技术、生态文明和“三农”情怀五条

主线，深入挖掘给排水专业课程中的价值元素，将专业知识和德育知识间的内在逻辑梳理出来，实现知

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为其他工程类专业挖掘思政要素提供借鉴。 
 
关键词 

给排水，课程思政，课程群，主线 

 
 

Clustering and Combing the Elements of  
Policy Thinking in Drainage Courses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Based on Multiple Threads 

Shiguang Chen, Qi Li, Hongwei Sun 
College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Nov. 6th, 2023; accepted: Dec. 15th, 2023; published: Dec. 22nd, 2023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reform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is based on the refinement 
of moral education elements in knowledge carriers, which has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disor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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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of ideological elements and unfocused cultivation goals. Based on the course group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excavate the value elements i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ourses around five main lines: professional mission, professional cultur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ree peasants’ sentiment”, and to sort out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moral education knowledge, to realiz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nd value leading,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ther engineering courses to excavate 
the element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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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林特色高校是培养强农兴农人才的重要阵地。应用型高校工科专业不仅要培育出高级技术型人才，

更要培育出有为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型人才。因为个人的成长、专业的发展、行业的进步与社会发展紧

密相连、与时代进步息息相关，与国家前途命运休戚与共 [1]。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的人才，主要从事城乡水资源利用与保护、城乡给水排水基础设施建设、

建筑给水排水、工业给水排水和节水工程技术等方面 [2]。服务范围涵盖城乡生活、工业生产、生态环境、

文化文明和安全保障等各个方面，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城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力

量 [3]。 
自 2016 年总书记提出“立德树人”首要原则以来 [4]，大量的理工科专业纷纷围绕“立德树人”进行

顶层设计，梳理专业知识和德育知识间的内在逻辑，在专业教育中融入德育元素，拓宽思政教育路径，

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 [5]  [6]。理工类专业通过挖掘课程资源，打通专业教学与价值塑造之间的通道，开创

了专业教育的新局面。近年来，我国许多院校给排水专业开展了课程思政改革探索，在知识点安排、思

政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改革 [7]  [8]  [9]  [10]  [11]。然而，当前对给排水专业思

政元素的挖掘，普遍存在碎片化、零散化问题，通常表现为教师只关注一门课、一节课的思政元素，各

要素之间没有清晰的价值主线，导致目标不集中。因此，需要提升挖掘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文章基于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群，立足于农林院校办学特色，提出围绕专业使命、专业文化、

工程技术内涵、生态文明、三农情怀为基本价值主线，系统梳理给排水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要素，引

导学生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积极投入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水务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

务乡村振兴的意识和能力。 

2. 课程思政体系设计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主要专业课程有水处理生物学、水文学与水文地质学、水力学、水泵与水泵站、

建筑给水排水工程、土建工程基础、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水质工程学、水工程施工、给水排水管网系统

等，这些课程不同程度的涉及到家国情怀、民族自信、科学精神、生态文明等价值资源 [12]。 
为了提炼出清晰的育人主线，提出以专业使命、水工程文化、工程内涵、生态文明与三农情怀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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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思政要素开发路线，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me and basic frame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course 
图 1. 课程思政融合主题与基本框架 

3. 思政要素开发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近 70 年的办学历史中积淀了宝贵的专业历史、学界楷模、建设成就，蕴含

着丰富的思政素材和案例。思政要素开发主要任务在于挖掘课程所蕴含的家国情怀，让学生既拥有世界

的视野，又具有爱国的情怀。可以结合国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双碳目标、绿色建筑、改善人居环境和

乡村振兴方面的重大战略决策、传统水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型和智慧水务等新趋势，引导学生将个人目标

与国家战略相融合，树立学生科技报国的远大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 

3.1. 专业使命 

水是城市生活和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是人类文明进步重要的物质载体。给排水专业致力于

实现水的良性社会循环，是构建城乡水系统循环的实施主体。工程范围涵盖城乡生活、工业生产、生态

环境、城市安全和城市文化等各个方面 [1]。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挖掘素材： 
1) 介绍给排水在国家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学生的专业信心，促进专业认同感。在入

学之初，就要求学生了解专业服务领域，增强专业自信。例如，通过《专业导论》课讲授给排水工程在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学生加深对专业技术人才的社会责任的了解，认识到给排水专业在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地位，从而增强专业认同感。 
2) 介绍给排水行业优秀人物，吸取榜样力量。例如，水处理领域的泰斗，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许保

玖先生，1951 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背景下，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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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祖国从事教育科研工作，成为我国水质工程学领域的奠基者。先辈们的高尚爱国情操和取得的卓越

成就为学生树立了榜样，鼓舞学生肩负起民族和国家的希望，用专业知识造福社会 [11]。 
3) 对学生讲授城市水危机和我国水情特征，使学生强化忧患意识。在全国 669 座城市中，缺水的城

市有 400 多座，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 110 座，城市年缺水总量达 60 亿 m3  [13]。此外，我国城市河流

80%以上的受到污染。根据 2021 年环境质量公报，我国长江、黄河等河流的 1613 个水质断面中，IV 类

占 14.4%，V 类占 4.5%，劣 V 类占 6.9%。黄河、松花江和淮河流域为轻度污染，海河和辽河流域为中度

污染；111 个重要湖泊(水库)中，IV 类及以上占 1/3；107 个湖泊(水库)中，不同富营养状态的占 29%；全

国 10,168 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IV 类及以上占 86.2%  [13]。让学生正确认识我国水情，把远大理想与

国情结合起来，控制水污染、治理水环境，解决国家迫切需求。例如，通过《水资源利用与保护》课程，

介绍我国的水情特征，城市缺水现状和水污染现状，使学生知晓未来发展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

明晰行业发展任重道远，以增强担当意识。再比如，在讲授《水质工程学》课程中，可通过对目前我国

开展的黑臭水体治理典型案例为切入点，让学生认识到水资源短缺、水源污染加剧和我国水环境逐年恶

化的严峻局面，培养学生水资源的忧患意识 [2]。 

3.2. 水工程文化 

中华传统水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历史积淀与

思想宝库 [14]。作为新时期水务工作者，有义务将这些优秀的文化及其蕴含的深刻哲理传承下去。我国传

统水文化通常是以神话故事、文学作品、名人事迹和水利遗产作为载体 [15]。如“大禹治水”典故，《道

德经》中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论语》中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等名句，孙叔敖、

西门豹、李冰、王景等治水人物，京杭大运河、都江堰水利工程、灵渠等水利遗产。这些治水典故、文

学经典、名人事迹和水利遗产无不蕴含着以公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科学创新等精神内涵，为给

排水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例如，在讲授城市内涝治理时，引入“大禹治水”典故。学

习大禹治水“因势利导”的科学思想，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中感受其舍己奉公精神。在《给排

水管网》课程中，引入都江堰的案例。都江堰作为我国古代先民兴水利、避水患的千古杰作，巧妙地利

用河流走向和地形地势等自然条件，极大地解决了成都平原的行洪排涝问题，而且满足了工程覆盖范围

内城乡生产生活、交通运输及生态景观用水之需，充分展示了古人的工程智慧 [16]。从《道德经》中“上

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等名句中可以感悟出做人处事的道理。当遇到

困难和挫折时，能用积极的方式面对，培养健康心智。通过历史典故、水工建筑、历史人物等蕴含的科

学、哲学思想，渗透给学生积极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3.3. 工程技术内涵 

城市供水规模与水处理技术是在不断发展的。用水安全性和舒适度不断提高等都是人类不断挑战和超

越自我的成果。结合水工程发展史，激励学生积极向上，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挑战和超越自我。列举 70
年来我国城乡水务工程发展数据，感受祖国巨大变化，增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以城镇供水为例，1949
年全国仅建有 72 座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仅 240 万 m3，供水管道 6600 km，服务人口 962 万人。至 2018
年底，我国城市及县城年供水总量达 704.45 亿 m3，供水管道长度达 104.1 万 km，供水服务人口 6.2 亿人，

全国城市用水普及率达 98.3%  [1]。1949 年，全国只有上海、南京４座污水处理厂，总设计处理能力为４

万 m3/d，排水管网总长度不超过 6000 km。经七十年的发展，全国共建成排水管道总长度超过 82 万 km，

建成污水处理厂 4332 座，总处理能力达到 1.95 亿 m3/d  [1]。给排水工程支撑起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对

城镇人居环境的改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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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水处理技术进步足迹，介绍水质净化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例

如，通过以雷诺人物为中心讲解雷诺实验发展史，培养诚信、务实、严谨科学态度。介绍给排水技术在

构建美好人居生活环境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中的重要意义。例如，针对《给排水管网》课程，带领学生

观看城市综合管廊的视频资料，体会综合管廊建设带来的城市地下空间的巨大便利。介绍国家关于城市

综合管廊建设的支持政策，让学生感受到国家对市政工程的重视，形成强烈的专业归属感 [2]。雷神山医

院配备的污水处理设施属于给排水专业领域的工程案例。以雷神山医院污水处理技术为例，医院内的污

水经过专用排水管网收集，然后通过预消毒 + 化粪池 + 调节池 + 接触氧化 + 沉淀 + 二次消毒等多道

处理工艺流程，处理达标后最终排入市政管网。雷神山医院让人们感悟到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

的制度优势。通过在《水质工程》学课程中讲授这一案例，宣扬这一案例中体现出的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的中国力量。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巨大优势。让学生更加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3.4. 生态文明内涵 

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生态文明建设德育内涵和德育元素，建立以知识点为载体、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双碳”战略为切入点的给排水专业生态文明教育体系。专业教师需要在课程中将生态文明

内涵、基础理论、建设内容、政策指南、关键技术等融入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保护以及水工程规

划、建设、管理等相关的教学内容中。以水生态文明为融入点，以海绵城市、智慧水务、综合管廊、绿

色建筑等生态文明建设热点案例为载体，孕育课程思政生长点。给排水专业课程本身孕育丰富的生态文

明要素，例如，《水资源利用与保护》课程，可将水资源永续利用、水环境健康安全、水资源经济开发、

水文化传承创新等思想融入教学内容，促进学生形成人–水–经济–环境协调的生态观。《建筑给排水

工程》课程：可在知识点中引入全生命周期理论。以产品寿命周期为视角，对给水系统进行全周期成本

比较，了解建筑给排水系统各组件从原材料采集、加工、生产、运输、使用、回收、和最终处理(从摇篮

到坟墓)全过程，培养学生从技术、经济、环境、社会等多角度评价方案的优劣，树立绿色工程观念和全

面评价的综合工程观 [16]。在《水质工程课程》中挖掘低碳水污染控制技术。在水体自净、物化处理、生

物处理、污泥处置等章节中，结合水处理基本理论，介绍氧化塘、人工湿地、田园综合体、农村湿地公

园等工程案例，引入污水生态处理概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例如，介绍农村田园综合体，如何实现水

质净化、景观生态与资源回收相统一，促进学生对物理沉淀、过滤、氧化还原、植物吸附、微生物降解、

氮磷循环等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凸显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净化水质的优越性。 
给排水工程涉及城市水的净化、输送，建筑给水与废水排放，消防及水资源利用与保护，与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息息相关，在教学中，应充分将专业课程中的生态文明生长点挖掘出来，引导学生在今后的工

程建设中自觉把“生态文明”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放在首位。 

3.5. 三农情怀 

乡村振兴战略为增强农林高校“课程思政”的实效性提供了新素材。作为农林特色类院校，应当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寻找契合点，加强“三农”情怀培养。将乡村振兴战略全方位融入课程思政，使农林高校

大学生从多渠道、多角度接受乡村振兴教育的洗礼，认清服务“三农”的光明前景。采取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理论层面上向学生展示给排水专业服务乡村的技术优势和潜力。首先，介绍我国农村水务基础设

施发展历程、近远期目标、市场前景，让学生深刻感受到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了解

未来农村水务市场所蕴含的巨大潜能，坚定投身农村建设的信心。在课程上，介绍农村污水处理技术特

点。例如，在《水质工程学》课程中加强涉及农村水源污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饮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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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农药降解、人工湿地与绿植处理系统，农村水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内容，深入介绍人工湿地、稳定塘、

田园综合体、景观生态等浅生态污水处理理念与技术，让学生见识到天然设施与人工强化相结合治理污

水的各种奇妙构思，让学生深刻感受到农村天然环境和独有的地貌条件在污水净化方面的巨大优势，使

学生服务农村成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示范。 
在实践层面上深入农村、感受农村。鼓励学生参加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以及乡村振兴调研活动。

通过实地走访感受乡村风貌，了解农村水务基础设施的发展进程、近远期目标，实地感受农村水务市场

所蕴含的巨大潜能，激起同学们对专业的认同感、对未来职业自豪感和成就感，对自己肩负国家命运的

使命感，从而转化为学习动力。 

4. 结论 

文章针对传统工科专业课程思政要素零散的缺陷，采取集群化、主线串联的思政元素梳理模式，有利

于建设内涵丰富、目标明确、主题聚焦的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对农林特色院校中的工科专业开展课程

思政建设具有示范意义。然而，在思政要素挖掘和教学过程中，还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解决

好多门课程相互协调的问题。对于不同课程都涉及同一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应该确定思政教育安排的层

次、侧重点，以促进课程之间的协调，避免重复同一主题。二是要解决思政要素有效融入的问题。在思

政目标设定上应关注课程知识点自身的思政教育负载空间和张力。融入要有机，避免带有生硬嵌入色彩

的或牵强附会的思政知识。思政元素是生长在课程知识点上的，一旦全面剥离出来，必然影响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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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农业工程学院新农科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以“家国情怀”为主线的农林院校给排水专业思政要

素集群梳理与融合路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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