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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系统研究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策略，以期提高水电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

研究方法包括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教学案例和实践教学、教材编写和资料建设研究，进而开展效果评

价和学生发展的跟踪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合理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可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水电专业

知识的深度融合。案例研究和实践教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思考与思政教育相关的问题，教材编写与

资料建设的改进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思政学习资源。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研究有利于

提高水电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综合素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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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water con-
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major, the author hopes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accomplishment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hydropower major students.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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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include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method research, case study and practice teaching 
exploration, textbook preparation and material construction exploration, effect evaluation and 
follow-up research of student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asonable teaching design and 
teaching methods can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hy-
dropow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ase studie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help students better un-
derstand and think about issues related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material construction provides students with diversifi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earning resources.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
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major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hydropower major stu-
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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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已不仅仅为传授专业知识的渠道，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民族精

神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具备道德、智力、身体、美育、劳动等方面的全面素养[1] [2]。高等教育课程

思政建设旨在研究和探讨高等教育中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关系，探索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

入各门高等教育课程，以促进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培养[3] [4]。高等教育课程的

思政建设符合高等教育改革趋势，适应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创新创业人才全面培养的需要。 
目前，许多高校的水利工程专业课程已开始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部分高校在水利工程专业

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例如通过案例分析、讨论班等形式引导学生思考社会和道德伦理问题。尽管

水利工程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部分问题需要解决。教学内容不够贴近实际，

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融合生硬，缺乏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案例和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部分教

师存在思政教育理论知识和教学经验不足，无法有效地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相关问题。评价体系不完善，

现有课程评价体系偏重传统的学科知识和技能评价，对思政教育的考核评价相对较少，导致教师和学生

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影响学生思政教育的参与积极性[5] [6]。水利水电工程行业处于技术创新和

产业变革的前沿。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良好的思想

道德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涉及到社会公益性和资源环境保护等重要领域，

对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较高。通过水电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可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

观念，培养其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与担当意识，从而更好地应对专业实践和社会挑战，推动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 

2. 以水利工程为主线，挖掘、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培养具备水利、电力、环境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规划、

勘测、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等方面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能在水行政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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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电力企业和水电工程建设单位从事规划的高级专门人才。以水利工程为主线，在水利工程专业课程

中，通过以下方式挖掘和融入思政教育元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培养社会责任

感和创新精神，使其成为具备综合素质的水利工程专业人才。 

2.1. 水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管理是水利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教学中，可以强调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引导学生思考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的根源，并探讨相关的政策措施和道德伦

理。 

2.2. 水利工程安全与社会责任 

水利工程安全是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议题。在课程中，可以注重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责

任心。引导学生了解工程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讨论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行中遵循的规范和道德原则，使

学生认识到自身所从事的工作对社会的重要性和所承担的责任。 

2.3. 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水利工程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在教学中，可引导学生关注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并讨论如何实

施生态修复、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策略。通过培养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能力，强调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性。 

2.4. 公共利益与社会服务 

水利工程致力于满足公众需求，为社会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可引导学生思考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

的概念，并探讨水利工程在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生活质量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5. 创新精神与科技发展 

水利工程领域需要不断创新和技术进步。在教学中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技发展思维。引导学

生关注前沿的水利工程技术、智能化应用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并鼓励他们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实

践。 

3. 改革课程教学方法，加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发挥引领作用，注重挖掘课程内容中所

蕴含的思政元素，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通过以下教学方法，

强化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融入案例分析与讨论，引入与社会发展和思政理念相关的案例，通过学生的讨论和案例分析，深入

理解思政教育的内涵和意义。案例包括与道德伦理、社会责任、公共利益等相关的真实或虚拟情景，以

激发学生的反思和探讨能力。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使他们能够在团队中相

互交流、合作和互助。设计一些团队项目，要求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解决真实或虚拟的水利工程问题，并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思政教育的内容。引入互动式教学工具，使用各种互动式教学工具，如在线投

票、讨论平台或学生参与的在线问卷等，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通过这些工具，收集学生对于思政

教育内容的看法和观点，以便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 
组织实地考察与社会实践活动，安排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社会实践活动，使其亲身体验社会问题和

挑战。例如，组织学生参观水利工程现场或参与解决实际的水利问题。通过此类活动，学生能够更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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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理解专业与社会的联系，同时培养思政教育中的实践能力。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话题或问题，鼓励学

生进行个人思考和表达，倡导学生进行个人思考和表达，以激发学生进行个人深入思考，并鼓励他们通

过文字、演讲或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培养科研思维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或创新设

计，鼓励学生在水利工程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和实践。通过参与科研与创新的过程，学生可以培养批判思

维、创新能力和责任感，同时也能够将其与思政教育的内容相联系。 

4. 优化课程考核体系，强化课程思政考核要求 

制定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课程思政考核方案，明确课程思政考核内容要点，包括准确定义课堂教学目

标、深化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以及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内容的比例及过程等。设计多元化的考核形式，

用多元化的考核形式，包括课堂测验、小组讨论、个人或团队项目、实践报告、学术论文等。通过多元

化的考核形式，能够更全面地评价学生对课程思政内容的理解和应用。加强实践考核要求，将实践考核

要求融入课程考核体系中。要求学生参与社会实践项目，并在实践过程中关注思政教育的相关问题。学

生需撰写实践报告，并结合实际经验和理论知识进行深入分析和总结。引入综合评价机制，采用综合评

价机制对学生进行考核。包括学生的学术表现、课堂参与、团队合作能力、思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

的评价。通过综合评价，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在思政教育方面的表现和成长。建立评估机制和反馈机

制，建立定期评估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反馈意见和建议。通过学生的反馈和评

估结果，对课程的设计和考核要求进行调整和改进，进一步提高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5. 建立辅助教材和资源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课程的思政辅助教材和资料建设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思想政治理论，并

将其融入到专业知识学习中。编写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相关的思政教育读物，开发针对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的思政教育读物，内容涵盖国家政策法规、道德伦理、社会责任等方面。这些读物结合水利水电工程的

特点和实践案例，引导学生从思想层面认识专业领域的重要性和社会责任。编撰案例分析集，结合水利

水电工程实际案例，编写案例分析集，让学生通过具体实例进行思考和讨论。这些案例可以涵盖工程实

施中的道德与伦理问题、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帮助学生理解思政知识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建设在线资源平台，搭建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思政辅助教学的在线资源平台，提供相关课程资料、学习指

导、视频讲解、在线讨论等功能。在线资源平台可帮助学生随时随地获取思政教育的相关资料和知识，

拓宽学习渠道，并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整合相关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收集水利水电工程领域

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整合相关资源。这些论文和研究成果涵盖专业发展前沿、学术思考和道德规范

等方面的内容，可作为学生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参考资料。推广优秀教学案例，收集和推广水利水电工程

专业思政教育的优秀教学案例，包括教师的教学设计和实施经验、学生的学习反思和成长感悟等。在建

设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课程的思政辅助教材和资料时，需注意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6. 完善课程思政建设管理及激励机制 

课程思政是一项长期的教育工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评价机制，形成长效机制。首先，需完善

课程思政建设管理机制。学校相关部门应加强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明确

各部门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职责分工、具体任务、考核办法和实施步骤等内容。完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

加强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和评估，对出现问题的教师及时予以处理和整改。其次，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通过提高教师思政素养，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培训，开展教学竞赛等多种方式，促进教师不断提升思政素

养，增强课程思政意识。同时将课程思政建设情况作为教师评优的重要指标之一，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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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后，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与交流，与相关政府部门、行业

协会和水利水电工程企业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思政建设工作。可以开展联合实践项目、共建实验

基地、举办专题讲座等形式，增加学生与社会实际的联系和交流，扩大思政教育的影响力。通过完善课

程思政建设管理及激励机制，可以促进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他们对思政教育的热情和责任感。 

7. 结束语 

课程思政是高校履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是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有

效途径，也是高校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方法。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

中，要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内涵和意义的深入理解和认

识，不断探索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途径，持续开展具有水利特色的专业课程教学活动。在专业

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挖掘和梳理专业知识中所蕴含的德育元素，将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相结合，使学

生能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获得良好的道德修养，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素养，全面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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