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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意义：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所有教师、所

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学校评价的根本标准”，“改革教师评价，推进践行教

书育人使命，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

定期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首要要求，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考察，推

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我校广大教师要深入挖掘本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紧紧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

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职业素养、做人做事的道理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

给，结合各类课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德技并修教育，以

专业知识、技能为载体，达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

标，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共同构建全校三全育人格局。 

二、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可加附页） 

1.本课程共包含  12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52  节，周学时  4    

 

2.知识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建筑制图的基本规则及投影的基本知识，

掌握常见建筑房屋构造和建筑施工图的识读方法，在课程结束后能正确、熟练地识读各

类结构形式的建筑施工图，并熟悉各类建筑房屋构造。 

 

3.能力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包括准确制图的能力、快速准

确识读建筑施工图的能力、正确查阅建筑相关标准图集的能力以及准确理解建筑房屋构

造的能力。 

 

4.思政目标： 通过对建筑结构中各部分各司其职、相互协作的讲授，引导学生在练就过

硬本领的同时，树立协作意识，增强集体观念，站稳人民立场，投身强国伟业，始终保

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同亿万人民一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

上奋勇搏击。 

 

5.思政主线：筑牢根基-协作互助-共建伟业 

 

6.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正心修身、终身学习 团队协作 集体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 环

保意识 持续发展 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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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按项目或章节填写，可加附页；表中红色字迹为所举例子，仅供参考，大家编写时不一定面面俱到） 

  

教学单元（项

目或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 

 

预期成效 

单元 1：建筑

制图基本知

识 

1、绘图工具与使用 

2、建筑制图标准 

3、绘图方法与步骤 

1、通过强调国家制图标

准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培

养强化学生遵纪守法意

识； 

2、强调作图线型、位置

定位重要性； 

1、建筑制图标准（GB/TS0104-2010）

可引入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卡拉特拉

瓦、贝聿铭及安东尼奥·高迪等的成

功案例，复杂独特的设计图纸，要想

被人们看得懂还必须依据制图标准

的规定出图，使学生意识到制图标准

的重要性。  

2、观看《大国工匠》，使其感悟并

认同工匠精神。 

1、案例展示：以一套实际施工图为

例进行展示，强调制图规范性、严谨

性，融入质量意识，岗位规范。 

1、增强学生

学 习 积 极

性。 

2、提高学生

规范严谨的

职业素养。

3、增强教学

效果。 

单元 2-3：投

影图、剖面图

和断面图 

1、 投影图 

2、 剖面图 

3、 断面图 

1、培养学生多角度看问

题的大局意识； 

2、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

力； 

1、借用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

缘身在此山中”。 

2、引入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中

国机长》中的那些人物凭借责任感和

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最终

成功完成任务的片段，要求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铸就攻坚克难精神。 

1、实物展示：通过一个较为复杂的

几何形体，展示绘制其三视图。 

2、课堂互动：通过展开图判断能否

折成正方体，进阶为推断正方体展开

图某一面对应的数字。 

1、增强教学

效果。 

2、培养学生

的 大 局 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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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4：民用

建筑构造概

述 

1、民用建筑的分类

及等级划分 

2、民用建筑的基本

组成 

3、建筑模数与建筑

工业化 

1、通过建筑大师的事迹，

提升学生对建筑物的认

识； 

2、培养学生的工匠意识； 

3、培养学生行业自信与

强大的爱国情怀。 

1、引入梁思成、林徽因等建筑伟人，

提升学生的建筑感悟能力； 

2、通过上海世贸大厦的案例，讲解

其修建过程。 

3、讲解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修建过

程中体现的“中国速度”。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建筑分类，课中学生以小组

进行汇报讨论，展示常见类型的建筑

物。 

2、现场体验：带领学生在教学楼内

进行参观，指出构成建筑物的几大要

素。 

1．增强学生

学习积极

性。 

2.激发学生

的爱国热情

和行业自

信。 

单元 5：基础

与地下室  

1、基础埋深的概念

及影响因素 

2、基础的类型及构

造特点 

3、地下室的组成和

防水防潮构造 

1、培养同学感恩与重视

环境影响自身的意识； 

2、培养学生重视打牢自

身文化基础的重要性； 

1、讲授基础埋置深度影响，引入孟

母三迁的故事。 

2、讲授基础时，引入名人道格拉斯

实用飞行定律故事。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学生查阅基础的分类、特点及应用特

征，课上以小组进行展示。 

2、案例教学：以地震中基础做的牢

固的建筑为例，展示在地震来临时，

基础的重要性。 
 

1、增强课堂

趣味性，增

强教学效果 

2、培养学生

的安全生产

意识； 

单元 6：墙体  

1、墙体的作用、类

型及设计要求 

2、砌体墙的圈梁与

构造柱的作用及设

置要求 

3、墙身防潮、窗台、

明沟和散水的做法 

1、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与协作能力； 

2、培养学生对我国建筑

文化博大精深的认同； 

3、培养学生担当意识； 

4、启发学生仔细观察，

善于发现，勤于思考的职

业素质。 

1、讲解墙体分类时，引入山墙的由

来及徽派建筑物； 

2、讲解勒脚时引入毕世华守边疆故

事； 

3、讲解圈梁时引入木桶盛水的原理； 

1、小组协作：墙体从上至下，由多

个节点组成，小组合作完成墙身知识

点的梳理和绘制； 

2、图片展示：通过图片展示墙身重

要节点（窗台、圈梁、过梁）的特点； 

1、增强学生

的 团 队 意

识。 

2、激发学生

的爱国热情

和 文 化 自

信。 

3、增强教学

效果 

单元 7：楼地

层  

1、钢筋混凝土楼板 

2、楼地面装修 

3、顶棚、阳台与雨

棚 

1、培养学生的环保可持

续意识。 

2、培养学生注重细节，

培养工匠精神。 

1、讲解地面装修石材地面时，引入

人造石材的产生及优点。 

2、讲解雨棚排水时，引入滴水的产

生和作用。虽只是一个很细节的构

造，却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1、案例展示：以常见天然石材和人

造石材为对象进行对比，分析人造石

材的优点及环保点。 

2、分组展示：分小组列举中国古代

建筑物中的虽然体积小，但对建筑物

有较大影响的细节构造。 

1、增强创新

环保意识。 

2、激发学生

精益求精，

细节决定高

低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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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8：楼梯 

1、楼梯的组成及分

类 

2、楼梯尺度 

3、钢筋混凝土楼梯

构造 

4、台阶、坡道与电

梯 

1、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 

2、培养学生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善于变通的辩证

思想。 

1、在现行国家规范下，公共建筑物

出入口必须设置无障碍坡道，是人文

关怀的体现，也是建筑人社会责任心

的体现。 

2、讲解楼梯尺寸时，首层中间平台

下有出入口有四种处理方式，根据具

体建筑物特点进行灵活变通。施工

中，各个建筑物所处位置、条件都不

一样，在遇到问题时，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采用多种变通方式。 

1、翻转课堂：校园内有多种楼梯类

型，让学生自行在校园内寻找，然后

阐述该种楼梯的名称及特点。 

2、图片展示：楼梯类型、电梯类型。 

1、增强学生

学 习 积 极

性。 

2、提高学生

的社会责任

心。 

3、增强课堂

趣味性。 

单元 9：屋顶  

1、屋顶的作用、组

成及形式 

2、屋顶的排水、防

水 

3、屋顶细部构造 

4、屋顶保温及隔热 

1、培养学生的中国古代

建筑文化素养，传承中国

古典优秀文化。 

2、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

态度。 

1、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映射。 

2、建筑物屋顶防水在建筑施工中占

有较重地位，防水是否达到施工要

求，是否符合规范，都影响建筑后期

使用，体现规范意识、工匠精神。 

1、分组展示：中国古代建筑物屋顶

包含多种类型，分组介绍其中一种，

并简述其特点。 

2、案例展示：屋顶防水在建筑造价

中的占比，投入使用后屋顶防水维修

的比例。 

1、中国传统

文 化 的 熏

陶，增强民

族意识和民

族自豪感，

提高艺术涵

养和人文底

蕴。 

单元 10：门

窗  

1、门的分类及构造 

2、窗的分类及构造 

1、培养产品质量意识和

国家标准规范意识； 

2、培养学生注重建筑物

绿色节能的意识。 

1、门、窗的尺寸基本一般满足建筑

模数要求，符合国家、行业规范，包

括隔声、保温、采光等要求。 

2、引进节能门窗的发展历史。中空

玻璃、LOW-E 玻璃。 

1、课上讨论：举例说明门、窗中某

一类型的使用。 

1、增加课堂

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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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11：变

形缝  

1、变形缝的类型及

设置原则 

2、变形缝的构造 

1、培养学生居安思危、

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2、培养学生适应发展的

能力。 

3、培养学生包容变化的

能力。 

1、变形缝的设置就是在变化发生前

提前考虑到了问题存在的可能性，防

患于未然。现代社会生活也要积极进

取，居安思危，不断进步。 

2、变形缝的设置允许建筑物在一定

范围内进行变形，而不是一成不变。

因此，处理问题时也应如此，有一定

弹性变化的范围，而不是墨守成规，

刻板做事。 

1、案例展示：变形缝设置的位置和

特点。 

2、现场参观：二号教学楼有室内变

形缝，可进行现场参观。 

1、提高学生

的 风 险 意

识。 

2、提高学生

适应变化的

能力。 

单元 12：建

筑施工图的

识读  

1、建筑施工图基本

知识 

2、建筑设计说明及

总平面图 

3、建筑平、立、剖

面图及详图 

1、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引导学生热爱集体，团结

协作。 

2、培养学生整体看问题

的意识。 

1、团队精神：可以引入一把筷子掰

不断，一根筷子很容易掰断的例子。 

2、整体看问题；盲人摸象、一叶障

目。 

1、小组合作：小组合作完成一整套

图纸的识读，在完成过程中体会团队

的力量，引导学生热爱集体。 

1、培养学生

们的团队协

作能力；在

实现个人价

值的同时，

投身社会主

义 建 设 事

业。 

【说明】  

1.课程思政目标：描述根据课程专业教育要求，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宪法法治、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做人做事的道理等教育内容。 

2.提炼的思政元素：指要对学生进行哪方面的思政教育； 

3.挖掘的思政素材：指承载思政功能的有关素材，要有内容或案例名称，载体形式可包括图片、文本、视频影像、以及其他形式等。 

3.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描述诸如信息化载体、教师讲述、学生讲述、学生寻找提交有关资料、参观体验、课堂讨论、翻转课堂、考核评价，以及使用教材等。 

4.预期成效：可从课程思政目标达成情况（具体到哪方面的目标）、教书育人效果、课堂气氛、学生学习积极性、创新精神、获得感等方面来描述，要可观察、 

可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