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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下，本文对课程思政融入到道路勘测设计课程中的目标方法和思路

进行了探讨。通过设立课程的重点思政目标、挖掘课程的核心思政元素，以及有效的教学组织和保障措

施，课程思政育人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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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goal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ours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bjectives, methods and idea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of road survey and design. By setting up the ke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excavating the c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as well as effective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guarantee measu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ourse has achieved the expecte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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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教育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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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教学

主渠道中，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在专业课教学中进行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同时完成学生的价值

塑造。随着我国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对道路设计、施工、运营维护人员的需求巨

大，在对道桥人才的培养中，不仅要培养其熟练掌握基础理论和工程实践的能力，还需要树立起四个自

信及家国情怀[1] [2]。道路勘测设计是道桥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在学生构筑专业知识理论框架

由通识课转向专业课的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意义重大。 

2. 道路勘测设计的课程思政目标 

由于我国古代道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当代道路建设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对促进中

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扶贫攻坚战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必须将爱国主义、家国情怀加入到课程思

政的目标之中。道路勘测设计课程主要讲述道路线形设计的内容，而道路线形设计是整个道路工程活动

的起始性、定向性、指导性的环节，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需将“蓝天”“青山”“绿水”的生态环保理

念、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等融入到课程思政[3]。为此，在课程的教学大纲之外，结合道路勘测设计课程

的主要内容，选择最契合的课程思政元素，并制定课程思政目标如下： 
1) 通过对中国古代道路的发展简史的讲解，坚定学生的文化自信；对当代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伟大

成就，坚定学生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家国情怀。 
2) 通过对道路平面、纵断面、横断面以及道路选线各参数及其意义的讲解、比较，树立学生的可持

续发展观，以及大国工匠精神。 
3) 通过对道路设计参数与设计速度的关系，教导学生遵守交通法规，培育法治精神。 
4) 通过对设计参数优化的案例的讲解，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精神。 

3. 道路勘测设计的课程思政目标元素挖掘 

结合中国古代及当今的交通基础设计发展，道路勘测设计课程蕴含了大量的课程思政元素，为了能

落实课程思政育人的根本目标，与课程紧密契合，选择对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最具有代表性的元素，主要

包括以下 4 类。 

3.1. 人物故事案例 

在中国 5000 年的历史长河中，自周朝以来的文献就有关于道路修建、管理的记载，不乏道路工程方

面的仁人志士，秦大将蒙恬率 30 万大军用两年时间修筑的 700 多公里军事通道——秦直道；隋代著名的

桥梁工匠李春等；但是这些案例更适合于道桥专业，在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更应该选择与道路线形参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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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过程案例。中国首位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在设计建造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中，为了解决道

路纵坡的问题，创造性的设计了“人”字形铁路线路，通过勘察七八条不同的比较线，多次修改线路方

案，取得八达岭隧道长度减少一半，工期缩短、降低造价的效果；此案例能完美契合学生对道路纵坡要

求的理解，可提炼出爱国主义、文化自信、创新开拓精神等课程思政元素，还可结合新的京张高铁对比，

从而提升学生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等。 
新中国 60 大地标之一的锡崖沟挂壁公路，坐落在落差 1000 多米的深谷之中，锡崖沟上、下山全是

悬崖绝壁。自古以来，此处居民过着自生自灭的原始人一样的生活，解放后，从 1962 年到 1982 年，村

民经过 3 次失败，均未能修通道路，而退伍回来的工程兵宋志龙与党支部创造性的制定了“依山就势，

顺崖凿洞，天窗排渣，螺施上升”的大胆创新的筑路方案。用锤子、钎子，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长

达 7.5 公里长的“挂壁公路”，在闻名华夏的“锡崖沟精神”的影响下，中国还修建了五条挂壁公路。

在此，不仅要向学生讲清楚艰苦奋斗、拼搏进取、“愚公移山”、“人定胜天”的精神，更要通过锡崖

沟成功选线案例向学生讲清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开拓精神。 

3.2. 设计理念 

2016 年交通部下发了《关于实施绿色公路建设的指导意见》[4]，提出建设生态环保等主要特征的绿

色公路。为此，要挖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等思政元素，以拖乌山隧道为例，拖乌山

菩萨岗广泛分布着我国少有的高海拔湿地资源——海子，最初设计时考虑通过湿地直接填筑路堤，但是

考虑到对湿地的破坏，此方案很快被否决，后考虑桥梁方案，大型设备和桥梁预制场会占有大量的临时

用地，且运营阶段的尾气也将对湿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经过多次勘查、论证后选择的隧道方

案能最好的保护拖乌山菩萨岗湿地的生态资源，为大熊猫迁徙预留了 3 公里长的通道。同时，最高点标

高降低减小了高差，避免了连续长下坡导致的安全隐患[5] [6]。湖北兴山在古(夫)昭(君桥)公路的修建中，

为避免破坏山体脆弱的生态环境，摒弃了开山修路或打隧道的方案而采用造价更高的顺水桥的方式，在

峡谷溪流中建设了 4 公里长的中国首条水上生态环保公路。通过这些绿色公路设计案例，引导学生道路

勘测设计课程中树立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线形设计理念。 

3.3. 交通事故案例 

在罗富高速公路者桑段有一段长 11 千米的长下坡，自通车以来，平均每天 0.5 起交通事故。京港

澳高速公路粤境北段，长度 109 千米，使用至今，导致 500 多人死亡。这两个案例均为与道路设计有

关的案例，由于下坡长度太大，导致大货车司机放松警惕，最后致使车辆刹车失灵，货车失控而酿成

重大交通事故。这两个案例中设计参数是符合国家规范的，但是使用的低限值，与司机的错误驾驶行

为结合，就产生了交通事故，在此可要求学生在设计时通过在规范内对参数反复推敲，精益求精设计

出精品工程。 

3.4. 安全意识 

在道路勘测设计课程中，包括道路视距、汽车性能、汽车的纵横向稳定性等知识点，这些都与安全

驾驶息息相关，道路的转弯半径、坡度、车道宽度等参数都与道路的设计速度直接相关，在教学中，可

从知识推理的角度挖掘思政元素，要求学生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文明驾驶等。 

4. 道路勘测设计的课程思政组织 

道路勘测设计的课程思政组织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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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ystem resulting data of standard experiment 
表 1. 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思政实施方案 

思想政治教育的

融入点 思政元素 思政目标 

绪论 专业史、秦直道 建立四个自信以及专业的归属感 

道路设计要素 运梁车 建立四个自信以及专业的归属感 

道路平面设计 公路平面转弯半径、视距与设计速度的关系 养成遵守交通法规，培育发展观念 

道路纵断面设计 詹天佑、《魔鬼路段》《死亡高速调查》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道路横断面设计 公路车道宽度与设计速度的关系 养成遵守交通法规，培育法治观念 

道路规划设计 中国的道路规划、中国高速铁路规划 建立四个自信，建立对专业的归属感 

道路选线与定线 古(夫)昭(君桥)公路、锡崖沟挂壁公路、拖乌山

湿地隧道 强化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道路交叉设计 上海街头的“人肉红绿灯” 养成遵守交通法规，培育法治观念 

5. 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思政实施保障 

5.1. 关注生活，积累素材 

在采用课程思政的过程中，案例不局限于上述选择的案例。比如解决道路纵坡的问题，还有很多的

案例可供选择，比如雅西高速公路的双螺旋隧道，教师要关注课程领域的进展、热点，在今天这个信息

爆炸的时代，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实时的积累课程思政素材。 

5.2. 结合内容，形式多样化 

教师讲授须做到方式的多种多样，不能一味的采用纯文字的讲解，可采用多种媒体方式相结合的方式。

本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可将多种媒介方式结合起来，如在讲解古(夫)昭(君桥)公路可以采用图片

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在考虑到环境保护后公路工程与环境完美结合的美感；在拖乌山湿地隧道时，可以通

过图片的方式让学生体会中国最美高速公路——雅西高速的美感；对于一些公开的视频资源，也可以引入到

教学中，如央视有关挂壁公路的介绍、有关交通事故的介绍。除教师讲解外，还可采用让学生自主学习的方

式进行，在讲述道路交叉口时，可采用开诸葛亮会的方式，让学生讨论各种交通信号的控制方式，集思广益，

循循善诱的引入到课程思政元素上，还可以采用翻转课堂，比如分小组讨论，每个小组选择一个因道路或桥

梁而著名的景点，进行介绍和总结，并挖掘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或者让学生选择比较知名的危险路段，然

后分析所选路段危险的原因，然后再在课堂讨论，教师在实时予以升华，从完成课程的思政目标。 

5.3. 优化教师团队 

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与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密切相关。教师在授课时，还有保持一颗育人之心，

不忘初心，随时记得“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课程教师团队要通过多种方式提高课程的思政水平，

通过学习课程思政文件、观摩优秀的课程思政课程、集体讨论实施方式、通过调查收集课程思政的效果

等方式来提高整个课程的效果。 

5.4. 构建课程思政案例库 

课程团队在课程思政的过程中，通过在课程引入课程思政开始，逐步在课程中开展，在课后通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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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等方式收集课程思政效果后，在对自己的实施方式进行修正，包括更换效果不明显的案例，改变授课

方式，通过两届学生的尝试，即可编撰自己的课程思政案例库，做到可推广，可复制的效果。 

6. 结语 

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思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通过思政的形式有效地将价值塑造融入到教学中，是

有效育人的过程，也是解决为谁培养人的过程，在实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持续改进，以期形成有效

的课程思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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