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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力学是环境类、水利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新工科”背景下，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责任担

当、乐于奉献的新时代卓越工程人才，课程思政建设势在必行。基于水力学课程理论与工程的双重特性，

在教学实践中教学团队明确了水力学分层次教学目标和思政目标，通过课程培养学生大国工匠精神，树

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水力学课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从思政元素挖掘的途径到思政育人空间的

拓展两方面对水力学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探讨，力争在知识传授的同时，如盐入水的融入思政教育，提

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并为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工科”人才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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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draulics is a fundamental course for environmental and water conservancy majors. In the con-
text of “new engineering”, it is imperative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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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otism, responsi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contribute in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is imperative. Based on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hy-
draulic course theory and engineering, the teaching team has clarified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s of hydraulic credit level in teaching practice. Through the course, it 
cultivates the spirit of national craftsmanship among students and establishes correct core values. 
The hydraulic course contains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ydraulic courses from two aspects: the ex-
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e expan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space. It strive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ch as the integration of 
salt into water, while imparting knowledge, to enhance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ies of col-
lege students, and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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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蓬勃发展，也推动着高等教育的变革[1]。“新工科”是我

国为适应新时代技术变革和挑战、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重大战略选择，新工科的内涵是以立德树人

为引领，借助高校育人主渠道，培养卓越工程人才[2] [3]。通过“新工科”建设，造就一批专业化、多元

化、创新性卓越工程人才，同时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乐于奉献的新时代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工科”人才，课程思政建设不可或缺[4]，课程思政是当前加强高校人才培

养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5]。“新工科”更加注重培养专业技术型人才，专业课程不仅是

培养工科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主渠道，也应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途径，因为知识的传播及

应用与人的“三观”价值是相辅相成的。在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中，将专业内容与思政育人内容有机融

合、渗透，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学习知识、思考问题、提升价值，促进学生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国

家未来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自觉树立为个人、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和奉献精神。因此，在“工程教育大

国”走向“工程教育强国”之路上，课程思政是实现“新工科”宏伟蓝图的时代命题。作为“新工科”

专业的课程及学生由于学科特点、背景、思维特性等原因，在专业课程中隐性的融入思政教育更加具有

灵活性，需要不断拓展课程思政育人空间，提高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适应性和覆盖面，增强专业课程

思政的可操作性。 

2. 水力学课程特点及思政目标 

水力学是科学阐述水流静止及运动特性、分析计算水流特征物理量的专业课程，是科学、系统开展

水利工程设计、指导工程建设的关键理论依据[6]。水力学作为学科专业基础课程，主要从基础理论知识、

专业和产业发展等角度为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奠定基础。水力学是一门理论基础课程，但与工程实践紧

密相连，除了传统理论知识的教授外，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团队协作意识、现代工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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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意识等。 
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建立在课程目标基础上的，是原本课程目标的补充与升华。如图 1 所示，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水流运动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与计算方法，学生能应用液体平衡和液流运动

的基本理论解决水利工程中的有关水力学问题，通过实验掌握常规仪器设备量测水位、压强、流速、流

量等水力要素的操作技能[7]。同时，全面贯彻立德树人理念，通过水力学课程，培养学生“敬业奉献、

精益求精、爱国为民”的大国工匠精神，树立“信仰、态度、相助、诚信、感恩”等核心价值观。 
 

 
Figure 1. Hydraulic credit level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图 1. 水力学分层次教学和思政目标 

3. 挖掘水力学思政元素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专业教育课程，应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

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8]。因此，要充分挖掘提炼

《水力学》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才能结合水力学具体的教学知识点进行教学设计。 

3.1. 璀璨的民族文化和丰富的名人故事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页就是劳动人民和洪水斗争的光辉画卷——大禹治水，今天更有举世瞩目的

“南水北调”超级工程，从古至今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人类治水奇迹，为水力学

课堂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课程讲授中，特别是课程的绪论里，以水力学为背景，介绍我国古今水

利工程及治水名人事迹，例如大禹治水“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身执耒臿，以民

为先”，“沐甚雨、栉疾风”，禹这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和为民造福的奉献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

神的象征。在讲授知识点时，将一些名人事迹引入，例如引入为流体动力学作出突出贡献的钱学森的事

迹，其早年留学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美国的优厚待遇，历经千辛万苦返

回祖国，其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和大公无私的爱国精神是所有人学习的榜样。通过这些事迹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同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2. 课程“内生”思政元素挖掘和延伸 

《水力学》的研究对象是“水”，水被誉为“生命之源、生产之要”。“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

争”，与人交往要怀有仁慈和爱心，就像水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一样；“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载舟是水体浮力作用，覆舟是静水失去平衡结果，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一定要用辩证的思维去看待

问题；“绳锯木断，水滴穿石”，水之所以能穿石是水流动量守恒的结果，也是坚持不懈的结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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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重力的作用下水会自然往下流，但人的本性是往高处攀登，同样也是客观

规律；可以充分挖掘水流特性与其中蕴含的做人做事道理，特别是一些古诗词和谚语汇集了华夏民族的

智慧，在知识点讲授的同时引入水流规律的延伸，避免了力学课的枯燥，同时可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并将一些积极的、正向的事物规律隐性的传播给学生。 

3.3. 以“工程案例”为载体丰富思政元素 

工程案例是思政元素的载体，在课程对应章节中引入典型水利工程案例，如在水静力学一章中引入

“三峡工程”重力坝上游坝面静力荷载计算案例，在有压管道一章中引入“南水北调”有压管道穿越黄

河工程案例，在明渠流动一章中引入“长江治理”堤防设计方案工程案例，这些工程案例可以在强化理

论知识重要性的同时，提升学生对我国重大基础工程的认同感和水利强国的使命感。 
通过讲好身边案例，依托本省的典型工程和案例开展课程思政，更容易让学生产生认知和情感共鸣，

特别是定位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学，应立足专业和地方特色，探求企事业单位协同育人。通

过协同育人，可以在课程中引用最新的工程案例，使教学资源丰富化、前沿化和共鸣化。例如，在明渠

流动章节中，引入“引江济淮工程”给皖北地区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福益，通过身边案例，更能

让学生感受到所学知识的用武之地，能明确自身的优点，增强自信心。 

4. 拓展育人空间和渠道 

人的教育和成长应是多维立体的，而实际很多专业课程着力于课堂教学，把思政教育局限在课堂上，

就单纯一门课程而言，这种育人方式既不满足全过程，也不满足全方位，育人效果有限。因此，转变传

统的线下课堂育人模式，提倡以学生为主体，线上教学与线下课堂及课后活动相结合的多元化育人空间，

可以在有限的学时内，结合学校和学生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争取做到寓教于乐。 

4.1. 线上线下协同育人 

首先必须坚持线下课堂主体地位，课堂是育人的主阵地，是学生学习的基本环节[9]，必须充分发挥

课堂育人的主渠道。学习“水力学”需具备高等数学、理论力学、物理学等学科基础，复杂的理论公式

推导和演算仍需要课堂上老师耐心的讲解，这是学生自学的基础，也是其他教学模式的基础。在课堂中

引入思政案例和元素，通过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也能快速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在课堂前，提前剖

析知识点与不同案例和思政素材的融入机制，包括具体案例、融入时间、切入点，通过课堂讲解，让学

生“被动式”接受理论知识的同时启发思考。 
随着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充分利用线上资源和智慧教学软件实现线上线下协同教学，可以提高学

习的时间和空间自由度。选择合适的网络教学平台，利用线上课程平台，通过课程公告、讨论、发帖等

方式引导学生在完成课堂内容学习后开展更深刻、更宽泛的思考，同时录制微课，重点突出某个知识点

及其隐含的育人属性。另外，推荐学生在完成本校教学内容基础上，利用其他网络课程平台(例如中国大

学 MOOC 等)让学生接触名校和名师的水力学在线开放课程[10]，能够弱化教育资源的限制，让学生们体

会和感知更广阔的知识体系。 

4.2. 坚持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传统水力学实验课程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内容缺乏创新性，难以吸引学生，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

能力、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高效丰富的实验课程，可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化，可以使学生更

加明确所学知识在工程中的具体应用，符合应用型人才“新工科”的培养目标。通过创新性实验课程、

工程案例实验课程、软件应用实验课程、基于计算机的模拟演示实验课程等多种方式，将实验教学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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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学双向耦合，在实验课程中提倡互动教学模式，营造一种轻松、活跃、平等的氛围来吸引学生参与

到实验的操作中，让学生在熟悉理论知识的同时，通过思考、创新、团队合作来提高自我的专业能力和

社会能力。 

4.3. 注重课后活动的延伸 

水力学虽仅为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一门课，但“全程育人”应贯穿至课后，实现课堂内外多个维度的

融合。当代大学生更偏向于通过线上社交软件沟通，例如建立班级 QQ、微信、钉钉群等，定期开展课程

交流会，这些是师生课后线上沟通的主渠道，有助于师生关系的维护，也有助于学生的身心成长。此外，

在课外可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互联网+”、“挑战杯”等渠道鼓励学生们在学习水力学基础上，

充分发挥创新性和能动性，在教师的指导下组建团队参与项目，利用社交软件发送分享相关专业资料，

拓宽学生课外学习的渠道，并从项目中进一步提高工程应用能力，扎实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获得额外的满

足感与成就感，践行全程育人的理念。 

4.4. 多元化考核方式融入课程思政 

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力学类课程，目前仍流行以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期末终结性考核，随着教学的不

断改革，逐步增加了平时成绩作为考核的一部分，但仍然不能达到对课程思政育人效果进行全面的考核。

因此，实行多样化的过程性考核与合理的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两者占有同等比例。过程考核包括

传统的作业、实验报告，还应包括围绕每章内容的读书感悟、讨论表现等，让学生显性的接触一些与水

相关的育人内容，特别是对于基于课程知识而参与科研项目或发表论文的同学，应予以额外加分，以鼓

励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同时在期末考试试题中引入思政元素，例如要求同学们利用堰流知识计算某一案

例，并谈一谈自己所熟知的实际堰坝工程案例，这类题目中包含了专业知识和思政两个方面，可以考核

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考核学生的辩证思维和对专业的认可程度。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

力和水平”[11]，这是“新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遵循。“新工科”的建设和完善依靠的是每一门课

程、每一次堂课和每一个育人细节，“新工科”的特点决定了专业课程在工科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

要地位，在“新工科”背景下，将课程思政融入水力学课程中，实现水力学理论知识的传授与思政育人

的交叉和碰撞。将立德树人放在首要位置，发挥水力学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挖掘更丰富的教学方

式和手段将思政引入课前、课中、课后中。将政治教育、思想品德教育、专业精神有机结合，将我们的

学生培养为爱岗敬业、志向高远、敢于担当、不懈努力，并寄情于祖国山水间的“大国工匠”。 

基金项目 

宿州学院质量工程项目“水力学线上课程”(szxy2022xskc04)；安徽省 2022 年度高等学校省级质量

工程项目(2022zygzts116)；宿州学院质量工程项目“基于‘新工科’和工程教育认证双重背景下的水文

与水资源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及质量评价研究”(szxy2023ksjy09)；宿州学院质量工程项目“专业

特色视角下《水环境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szxy2023jyjf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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