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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经济》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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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课程思政及一流本科专业背景下水工程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现状出发，以兰州交通本科课程—— 
《水工程经济》教学为例，对其思政建设进行价值分析，表明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培养协同效应良好；充分调动了

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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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water engineering economics course,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ourse ideology and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majors. 
Using the teaching of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course — “Water Engineering Economics” as a case study, 
we analyze the value of its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nstruction. The analysis reveals a positive synergistic effect betwee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course cultivation. It effectively motivat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enhances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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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金课堂”是建设高等学校“金课”和“一

流课程”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寓价值观引导于课堂教学

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三观，适应新时代要求。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是课程

思政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 [1]。在这一背景下，全面推进给排

水科学与工程课程思政建设，以课程内容为依托，坚持立德

树人，探索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有机融合的教学新模式。论

文结合“水工程经济”的课程特点和教学目标，对该课程的

思政教育建设进行价值分析，旨在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人

才培养质量。

2 “水工程经济”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水工程经济》作为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核心知识

领域课程之一，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从经济

学的角度使学生能进行水工程项目造价估算，水工程项目财

务分析，敏感度和风险分析及各投资方案的优选，培养学生

对水工程经济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基本评价方法的理

解、掌握和分析运用能力，具备水工程及水工程建设项目投

资、运营和管理的工程实践能力。本课程开设在第七学期，

学生正处在接受高等教育孕穗的时期，处于三观构建的重要

阶段。因此，教师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渠道，积极开展多样化

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与专业培养有效结合，形成协同效应；

同时开展与实践和现场教学相关的大思政课，善用社会大课

堂提升课程思政的高质量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师

生思政意识和综合素质。

3 思政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课程育人的一体双翼，分别在

显性和隐性的层面发挥作用。一方面，课程思政的显性功能

是提升课程的内涵和提高课程的质量 [2]。另一方面，课程思

政的隐性功能是给知识和能力赋予正确的价值观取向，使它

们由“标量”变成“矢量”。当前，中国高等院校给排水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水工程经济课程思政教学现状不容乐观，有

多方面的因素导致思政教学改革发展缓慢，主要包括学生参

与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激发、高校教学思

政教育目标被矮化、思政案例设计浅表化等。

3.1 教师在应用课程思政改革中的问题
目前大多数高校教师习惯系统的传授专业知识，而在教

学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新举措略显生疏。不少教师错误认为

课程思政游离于传统教学之外，增加教学负担。部分教师存

在教学步骤较为僵化，通过在课堂中穿插一些中国的时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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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添加思政内容单一或又涉及思政内容较多而削减专业课

程内容，仅从形式上达到思政和专业知识共同教育的目的。

3.2 学生在课程思政中的反馈
学生是课程思政的受体，也是主体，他们的实际表现

直接影响课堂质量。传统课程教学中教师对思政元素的理解

泛化，教学模式单一，往往采用单向的灌输说教，无法潜移

默化地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的讲授之中 [3]，导致部分学生

对课程学习兴趣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学习紧迫感不强等，

从而影响学习的效果。

4 “水工程经济”课程思政的实践与价值分析

价值分析是以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提升研究对象价值

的一种科学管理方法。

4.1 “水工程经济”课程思政元素分析

通过“水工程经济”课堂思政教学实践及学生互动交流，

发现学生对课程思政中的时政热点、国内外发展前沿、文化

内涵、思政实例、思政考核这 5 项元素感兴趣。为进一步提

高课程思政教学的精准性，本教学过程完成后对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见表 1。从调研结果可知，各项平均分值均超过 8.8

分，思政实例平均分为 9.17 分，思政考核平均分为 9.02 分。

充分说明“水工程经济”该门课程授课中的课程思政效果较

好，学生对思政实例与思政考核的热情较高，对课程思政的

认可度较高。

4.2 功能分析与评价

功能分析是价值工程活动的核心，通过分析信息资料，

明确表达各个对象的功能及功能特性要求，并建立功能系统

图（见图 1）。

图 1 功能分析图

每一个思政元素在课程思政中的重要度不同，为了科

学合理地量化其重要程度，邀请有关专家，采用 0~4 打分

法进行功能评价，结果见表 2。采用专家调查法对水工程经

济课程思政建设中无法定量描述思政元素的功能成本参数

进行打分处理，计算成本系数。根据公式：价值系数 = 功

能评价系数 / 成本系数，计算水工程经济课程思政价值分析

相关指标如表 3 所示。

由表 2 可知，学生对思政实例、思政考核和时政热点

的喜好程度较高，思政实例功能评价系数显著高于其他元

素。说明思政实例的引入有利于培养学生求真务实、实践创

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思

政考核可提高学生对课堂思政教育的重视度，激发学生参与

教学环节，调动学生课程思政的主动性，实现师生协同，加

强师生深度交流，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在课程思政中

加入时政热点可有利于教师把乏味抽象的理论知识生动化、

通俗化，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提

高教学实效性。

表 1 水工程经济课程思政建设相关指标

序号 题项内容
学生喜好

程度
指标点 平均分

1
选取近期热点事件，如国家政治活动、重要外交访问、社会热点事件等，快速介绍每个事

件的背景和影响，激发学生的兴趣，启发他们思考时政热点与“水工程经济”课程的联系。
感兴趣 时政热点 8.99

2
概述工程经济学的研究进展，结合目前水工程项目现状，讨论国内外发展现状，将学科前

沿引进“水工程经济”课程的本科课堂教学，以研促教、教研结合，激发学生的兴趣，拓

宽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较感兴趣 国内外发展前沿 8.93

3
找准传统文化与课程教学中相同或相近的内容，抓住连接现实生活或者与历史典故等有关

的触发点、共振点，引领学生关注文化、亲近学科，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培养

科学钻研精神。

较感兴趣 文化内涵 8.86

4
观看视频《大国工匠》讲述的典型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的录像和真实图片，了解施工过程中

每个步骤的具体做法。将课堂与现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并不断引向深入，强化了学生

的工程素质和应用、创新能力，为提高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打好基础。

很喜欢 思政实例 9.17

5 每次课后对此次课程思政内容和讲授打分，提出自己的理解与感想，并与老师积极沟通。 喜欢 思政考核 9.02

备注：各项指标点满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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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功能评分表

思政元素
时政

热点

国内外发

展前沿

文化

内涵

思政

实例

思政

考核
得分

功能评

价系数

时政热点 × 1 3 1 3 8 0.2

国内外发

展前沿
3 × 2 1 1 7 0.175

文化内涵 1 2 × 1 1 5 0.125

思政实例 3 3 3 × 1 11 0.275

思政考核 1 3 3 3 × 9 0.225

合计 8 10 11 5 5 40 1

表 3 思政元素评价表

思政元素 功能评价系数 成本系数 价值系数

时政热点 0.2 0.201 0.99

国内外发展前沿 0.175 0.177 0.98

文化内涵 0.125 0.143 0.87

思政实例 0.275 0.257 1.03

思政考核 0.225 0.222 1.01

合计 1 1

通过表 3 可以看出，相比较其他思政元素，时政热点、

思政考核、国内外发展前沿的价值系数接近于 1，即在“时

政热点”“思政考核”和“国内外发展前沿”的引入中，成

本投入与课堂效果功能相匹配。这表明在教学过程中从国内

外形势、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事件中选取素

材，将学科前沿引进“水工程经济”课程的教学方式可使学

生开阔思维，弥补教材内容的滞后性，进一步增强课堂的趣

味性和前沿性。“思政实例”的价值系数大于 1，表明在“水

工程经济”课堂思政教学实践中“思政实例”的引入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大大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的判断力和分析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

情感。

在水工程经济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引入价值分析，有

助于教师快速找到该课程思政切入点，将课程思政更好地融

入教学环节中如课程大纲、课程教学内容、课程教学评价、

学生评课制度等，使课程目标与专业培养目标有机结合。同

时应用价值分析方法使教师更好地构建良好的课堂文化，规

范课堂行为，提升课堂归属感，使学生更易接受教学内容。

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使本课程的思政教学质量评价更加客观而系统，使思政和专

业知识协同育人。

5 结语

对课程思政价值意识的深入理解是进一步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并取得优良效果的前提，通过对“水工程经济”课程

思政的价值分析与实践，使教师更易抓住课程思政建设中的

重点，调动学生的兴趣与配合度，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国家和

社会的责任感，提升高校思政教育质量，培养出高质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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