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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理工科专业中课程思政的实效，基于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理论，在

文化自信视域下，构建了融合传统文化经典的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新方式。新方式立足于科尔伯格理

论原理，以“多样性”和“隐蔽性”为根本理念，以德育输出为核心建立了融合传统文化经典与具体知

识点的多样化形式，以德育效果为核心建立了融合传统文化经典与具体知识点的隐蔽化方式。应用表明：

新方式的具体成果能有效克服德育和专业知识教育的枯燥性与说教性，提升生动性与趣味性，以多样、

隐蔽的方式传递德育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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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and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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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a new curri-
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manner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classics for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based on Kohlberg’s moral education theor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has been proposed.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Kohlberg’s theory, the new manner takes “di-
versity” and “concealment” a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Diversified form that integrates traditional 
cultural classics and specific knowledge points was established by taking moral education output 
as the core, and concealed way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ultural classics and specific knowledge 
points was established by taking moral education effects as the core. Actu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the specific output of the new manner can effectively overcome the boring and didactic natur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ducation, improve vividness and interest, and con-
vey moral education demands in various and hidden ways. 

 
Keywords 
Civil Engineering, Kohlberg’s Moral Education Theory,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raditional Culture, Concealment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大力推进以德育为中心的课程思政建设，增加各类专业课程的德育元

素、凸显育人职能，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对于理工科专业来说，专业课程主要涉及

的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知识，以计算、分析、实践为主，要达到理想的思政教育效果将面临更大的挑

战，需要进行更富创新性的研究来克服课程思政的枯燥性与说教性、提高生动性与趣味性、更好地实现

德育内容与专业课程内容的有机融合、达到“如盐化汤、润物无声”的实效。 
从德育的理论层面分析，作为人类教育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德育活动具有突出的复杂性，德育科

学已成为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其根本意义是探讨、研究道德教育活动的本质与规律，根本

价值是对道德教育活动进行解释与指导。德育研究具有两个层次的科学基础：作为方法论的科学基础(哲
学、逻辑学、数学等)和作为理论支撑的科学基础(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美学等)。对于理

工类专业课程思政这一重要的德育方向，需要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开展创新型研究，探索并完善新的

研究视域，以求得理论与应用层面的实质性突破。 
劳伦斯·科尔伯格，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与心理学家，创立了在整个德育界产生深远影响的道德教

育理论(又称为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对全球道德教育理论发展与德育实践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对于

我国现阶段的德育教育也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赵丽娜[1]基于该理论的核心理念、结合我国德

育实际情况，提出了树立以人为本的道德教育观念、突出德育多元化、增强德育隐蔽性的德育创新思路。

许枝等[2]也基于该理论对我国当前高校的德育实践创新从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德育显性和隐性课程建

设、教育实践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高婧等[3]针对护理专业，提出了基于该理论的实践德育具体路径与

策略，强调使学生充分融入实践情境、达到道德认知和情感上的充分共鸣。 
本文将基于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理论，选取理工科中的土木工程专业构建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课程思政

新方式——融合传统文化经典的课程思政方式。土木工程专业面向房屋建筑、地下建筑、道路、隧道、

桥梁建筑、地基处理等领域，培养能从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和研究工作的高级技术人才，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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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包括《土木工程材料》《结构力学》《荷载与结构设计方法》《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建筑结

构抗震》等。面向课程思政建设，可从课程层次入手来进行具体研究。详细介绍如下。 

2. 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理论的组成、目标及实践要点 

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理论包括三个有机部分：1) 道德哲学观：主要包括元伦理学假设(道德的价值相干

性假设、道德的现象主义假设、道德的普遍主义假设、道德的规定主义假设、道德的认知主义假设、道

德的形式主义假设、道德的原则性假设、道德的建构主义假设)和规范伦理学的公正首要性假设(公正是普

遍的；公正是规定的；公正是认知的；公正是形式的；公正是原则的；公正是建构发展的)；2) 心理学思

想：将道德认知发展划分为三水平(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六阶段(惩罚与服从定向阶段、

相对功利取向阶段、寻求认可定向阶段、遵守法规和秩序定向阶段、社会契约定向阶段、原则或良心定

向阶段)；3) 德育实践：早期是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使用一系列两难推理故事，如“海因茨偷药”的故

事，让听者对故事中人物的行为进行评价，以此来测评道德发展的水平)，后期是更成熟的公正团体法(利
用公正的机制在创设公正团体中培养学生的公正观念以达到更高的道德发展水平，强调的是团体的教育

力量和民主机构的教育作用)。 
科尔伯格德育理论的主要目标是：先进的德育应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及较强的思维能力、

批判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为核心诉求，应避免进行某些理论的硬性灌输。 
对应于这一目标，实践要点主要包括两个核心关键词：“多样性”和“隐蔽性”[4]。 
对于具体专业(尤其是理工科专业)，如何实现德育实践的多样与隐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具体方向。 

3. 课程思政中实现德育“多样性”与“隐蔽性”的具体路径 

从“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出发，理工知识与人文知识是具有内在结合点的。

人性和理性的思维、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人文素养，共同促进了很多大科学家、著名工程师辉煌成就的取

得。因此对于理工类专业，在注重科学技术教育的同时也应充分注重人文教育，综合化已成为现代工程

教育的发展趋势。内容丰富有趣的人文知识在德育方向也具有天然的“多样性”，如果能挖掘出其德育

价值与理工知识的内在具体联系、在专业课程中实现德育元素自然地融入，则可实现“隐蔽性”。因此，

引入人文知识有望成为理工科专业实践科尔伯格德育理论、达到先进德育效果的新路径。 
更具体来说，在人文知识的浩瀚海洋中，传统文化是最值得进行深入挖掘的领域。中华民族在五千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经久不衰的中华文化。内涵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全方

面均产生着重要而具体的影响[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

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尊崇，并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

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唱响了新时代的主旋律，它既包含与世界各先进文化相互融合的“主

体间性”，也包含与世界各先进文化共生、共存、共进步的“个体间性”。当代高校青年处于信息纷杂

的大数据时代，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使青年学生很容易出现价值观念的混乱，缺少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

因此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亟需将传统文化作为大力弘扬人文教育、强化文化自信的主要抓手，同时作为科

尔伯格德育理论下、增强德育多样性与隐蔽性的创新方式。 
根据“古为今用”的理念，对于传统文化，优先选择其中的经典作品进行新时期的重新审视，吸收

传统道德智慧，尝试为当代中国的道德教育与建设实践提供源自中华文明的强力支撑。最有代表性的传

统文化经典之一是脍炙人口的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具有突出的艺

术性、生动性、趣味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富含着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美学元素，

是现代德育的宝贵资源，有望成为德育研究的重要视域、德育建设的重要阵地、德育实施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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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者已开展了具体研究，例如姚晓菲[6]针对四大名著探讨了其中蕴含的深厚文化精神(如《三国演义》

《水浒传》中凸显的“忠义”精神、《西游记》中展现的“奋斗、进取”精神、《红楼梦》中体现的“情”

文化精神)，进而进行了剖析与诠释，探讨了用于道德教育的具体方式。具体到《三国演义》：刘永生[7]
从爱国主义、人生准则、理想信念等角度挖掘了《三国演义》中的德育元素；张韡[8]也以《三国演义》

为例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德育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张丽君[9]通过组织以三国文化为主题的特色

活动(如“三国论坛”)探讨了因地制宜挖掘三国文化德育内涵的方式。具体到《西游记》：宋爽[10]针对

《西游记》，以文本为基础、人物情节为外在线索、以文化阐释为内在导向，分析研究了《西游记》的

德育价值；李青梅[11]论述了《西游记》中的教育寓意，总结了其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具体到《水浒传》：

闵双梅[12]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角对《水浒传》进行了研究，深入挖掘作品中蕴含的德育思想内容，如

反不公、反压迫、嫉恶如仇、见义勇为、惩恶扬善、忠勇、孝悌、仗义疏财、讲信修睦、尊老爱幼、知

恩图报等；卜映红[13]对林冲故事进行了渗透性剖析，探讨了对学生形成正确导向指引、促进身心发展和

性格培养的具体方式。具体到《红楼梦》：庄媛[14]具体挖掘了其中的德育思想、探讨了当代价值、明确

了对德育工作的启示；徐伟[15]从德育角度的观念挖掘了《红楼梦》中蕴含的道理，有助于加强当下德育

教育的深度。 
因此，可继续不断深挖四大名著中的德育元素与价值，进而与土木工程专业的骨干课程实现深入有

机的融合，以多样的形式、隐蔽的方式来达到良好的思政教育效果，建立起融合传统文化经典的课程思

政新方式。 

4. 融合传统文化经典的课程思政方式 

1) 以德育输出为核心，建立融合传统文化经典与专业课程知识点的多样化形式。 
在成果的形式方面包括课件、著作、电子读物、漫画、动漫等。在传播成果的形式方面包括课堂展

示、发放课外读物、通过微信/微博推送等。 
尤其是特色动漫作品，特别适宜与新媒体传播平台结合起来，以“短视频”这一当前流行的形式进

行全天候地高效传播，随时随地将学生们带进一个生动形象、色彩缤纷的育人情境之中，实现趣味式育

人、交互式育人、多样化育人、隐蔽式育人，进一步提升育人效果[16]。在制作特色动漫时注意按学生喜

欢的艺术风格来塑造动画形象，以生动有趣的画面来展示故事意境，同时精心打造配音及配乐，实现高

质量的多重感官刺激。 
2) 以德育效果为核心，建立融合传统文化经典与专业课程知识点的隐蔽化方式。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成果，在内容上都应是对德育内容与思想的“隐蔽式”输出，严格避免生硬的、

牵强的、说教的输出方式，才能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实际效果。为此，要基于对四大名著中

多方面德育元素的全面剖析以及对相应育人价值的深入思考，同时基于对专业课程知识点的深刻理解，

对筛选出的四大名著故事及其德育元素，与专业课程的知识点进行深入的、本质层次的比较研究，找出

内在的一致性，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状态下实现二者的灵活融合与演绎，进而创作出兼顾知识

性、艺术性、德育性与趣味性的系列化特色成果。这些特色成果应实现潜移默化的思政育人效果，同时

也是学习专业知识的新视角，通过较为生动有趣的方式来诠释专业知识，帮助学生加深对关键概念和要

点的理解，实现“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提高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促进对专业知识理论体系的尽快

掌握，同时激发学生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动力，增强人文素养和文化自信。 
具体方式可包括两大类：1) 在四大名著故事中穿插融入专业课程的知识，形成以名著元素为主、专

业知识为辅的特色成果。例如，在涉及到房屋的桥段可艺术性地融入《土木工程材料》《混凝土结构》

课程的有关知识；在涉及到建筑材料的桥段可艺术性地融入《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有关知识；在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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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风、雪、地震等作用时可自然融入《荷载与结构设计方法》课程的有关知识。2) 基于四大名著的经典

人物形象，自编故事情节来串连起专业课程的主要知识点，形成以专业知识为主、四大名著元素为辅的

特色成果。 

5. 具体成果与应用情况 

5.1. 具体成果 

1) 将《三国演义》与土木工程专业的重点课程《混凝土结构》进行了创造性的有机融合，出版了两

部特色著作《钢混三国》和《钢混蜀汉传奇》：《钢混三国》针对专业课程采用了《三国演义》著名人

物的名字，通过精心的情节设定和对话编排清晰简洁地介绍了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重点知识点。《钢混蜀

汉传奇》将《三国演义》代表性人物的内在典型特征与重要专业概念进行了对应，以蜀国的发展历程为

基本主线建构了内容框架，在章回体构架的每一回中都穿插着对专业知识的介绍。 
2) 选取《西游记》进行了与专业重点课程的有机融合探索，完成了融合《西游记》与《混凝土结构》

课程内容的特色作品《钢混西游》、融合《西游记》与《土木工程材料》课程内容的特色作品《大话西

游之建筑材料》，同时制作了融合西游元素与专业知识的 18 部《大话西游》系列动漫作品(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Screenshot of the animation work “A Chinese Odyssey—Bulk Density” 
图 1. 《大话西游——堆积密度》动漫作品截图 

 
例如，《大话西游之建筑材料》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将土木工程材料知识与《西游记》元素进行了自

然深入地结合，在新颖流畅的故事情节中介绍了各类材料的知识，并配有西游人物插图和古体诗词，具

有一定的艺术性。 

5.2. 应用情况 

融合传统文化经典的专业课程思政新方式已在山东建筑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进行了九年的应用实践，

具体方式包括： 
1) 用于课堂教学：在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同学们可以看到融合了四大名著元素的特色课件、著作、漫

画、动漫等，既能帮助理解各个重要的知识点，又能受到德育熏陶，同时提升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达到“寓教于乐、寓学于趣”的效果，实现“文化自信进课堂”； 
2) 用于课外辅助教学：同学们在课外也可以看到既专业又有趣的特色著作、漫画等，便于自我学习，

加强对重点知识的深入理解，同时激发阅读经典名著原文的动力、提升人文素养，显著增强“文化自信”； 
3) 用于网络空间传播：特色漫画和动漫作品尤其适应移动互联环境下受众的阅读认知习惯，可借助

于微信公众号(“轻松学土木”)、微博等平台实现高效推送与精准传播(如图 2)，使得受众群体突破校园

界限和时空局限。受众群体可随时随地地感受专业知识学习的新视角，享受课程思政新方式的突出优势，

更好地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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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erial of “Building Materials for A Chinese Odyssey” released through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图 2. 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大话西游之建筑材料》连载 

 
实践表明：融合传统文化经典的专业课程思政新方式达到了良好的实际效果，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6. 结语 

根据科尔伯格德育理论的启示，增强多样性与隐蔽性是在专业课程中改进德育效果的主攻方向。本

文面向土木工程专业，在文化自信视域下，为增强课程思政的实效，围绕如何“多样”与“隐蔽”地实

现传统文化经典德育价值的发掘与融入，构建了课程思政新方式。 
新方式深入探讨了以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德育元素与土木工程专业课程的有机结合

方式，完善了基于传统文化经典的德育研究新视域，提供了体现时代特征的高质量创新性成果，实现了

理工类专业课程思政的方式创新，增强了德育的多样性，强化了隐性德育，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提升了德

育效果，促进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共进双赢，扩大德育实施的影响力，显著提升课程思政的渗透能力，

同时创造性地强化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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