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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铸桥  载梦笃行

——《连续梁桥构造与施工》课程思政案例    

一、案例综述

（一）课程简介

《桥梁工程技术》课程是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程，通过学习桥梁基本知识、简支梁桥构造与施工、拱桥构造与施工、

桥面系与附属设施施工等知识，能够识读桥梁施工图纸、根据不同工程

背景选择合适施工方法并编制桥梁施工技术交底文件。

（二）案例背景

《桥梁工程技术》课程具有桥梁建设成就辉煌、桥梁结构构造复杂、

桥梁技术发展迅速和桥梁事故教训惨痛等特点，而作为高职扩招学生，

具有“生源分布多元化，知识水平差异化，学习目标明确化”学情特点，

在国家大力推行信息化教学和立德树人的背景下，进行该门课程的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已势在必行。

（三）案例简述

《桥梁工程技术》是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扩招）专业的核心课程，

参考教育部发布的《高等职业学校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对接桥隧工职业技能标准和“1+X”建筑信息模型（公路市政类专业）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根据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重构课程

内容，其中“连续梁桥构造与施工”教学单元是该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正确识读连续梁桥施工图纸和优选合适的施工工法是本单元的核心

内容，也是后续课程《公路施工组织与概预算》课程的基础。

本案例选自“连续梁桥构造与施工”这一教学单元，依据学情特点

对接职业标准，重构教学内容，以“一带一路”沿线连续梁桥建设为载

体，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探索多样化教学策略，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二、案例分析

（一）思路与理念

以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扩招班）为教学对象，依据学情调查呈现

“生源分布多元化，知识水平差异化，学习目标明确化”的特点，对接

桥隧工职业技能标准和“1+X”建筑信息模型（公路市政类专业）职业

技能等级标准，重构了基于连续梁桥认知和能力递进的教学内容，在巴

特勒教学模式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一带一路”沿线连续梁桥建

设为载体，以桥梁文化、职业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质量意识和

安全意识等课程思政元素为指引，探索了“循环闯关夯基础，BIM 深化

促进阶，仿真平台练工法，方案思辩通应用”的教学策略，有效达成了

“技术技能过硬，工程思维严谨”的教学目标。

（二）设计与实施

1.总体设计

本案例教学单元共计 16学时，以“一带一路”沿线连续梁桥建设

为载体，对照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共划分为 7个主题，从构造学习、施

工工法和综合运用三个方面开展学习，将专业知识与真实案例相融合，

渗透了工程思维和信息意识，激发了学生的职业荣誉感。

教学内容见图 1。



图 1  教学内容

2.学情分析

通过学生学情分析调查，见表 1，和前一单元学习检测结果可知，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扩招）专业学生学情呈现“生源分布多元化，知识

水平差异化，学习目标明确化”的特点。

（1）生源分布多元化

扩招学生来自应（往）届毕业生、下岗职工、农民工、新型职业农

民和其他等，34.06%学生来自应（往）届中职毕业生，29.71%学生来自

下岗职工，13.04%学生来自农民工，其中 41.18%从事过桥梁建设相关工

作，动手操作能力较强。

（2）知识水平差异化

30.43%学生对“连续梁桥构造与施工”图纸识读存在困难，能进行

CAD简单图形绘制，35.51%学生觉得施工抽象，不易理解。通过对前一

单元“简支梁桥构造与施工”知识掌握情况进行摸底测试，结果显示成

绩较差的学生占比达 24.91%。



表 1  学情调查表

生源分布多元化

知识水平差异化

学习目标明确化



（3）学习目标明确化

扩招学生学习目标十分明确，89.13%学生期待学到桥梁构造与施工

技能，考取桥隧工技能证书，培养自己的工程思维能力，毕业后从事桥

梁建设相关工作。

3.教学目标

参考教育部发布的道路桥梁工程技术专业教学标准、对接桥隧工职

业技能标准和“1+X”建筑信息模型（公路市政类专业）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根据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学情分析，制定了三维

教学目标，要求通过对连续梁桥构造与施工内容的学习，不仅要具备识

读连续梁桥施工图纸、编制施工方案和优选施工工法的能力，还要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达成“技术技能过硬，工程思维严谨”教学目标，见

图 2。

思政育人目标：

（1）通过梁桥等桥型图纸识读，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

（2）围绕创新创业要求和职业道德，讲好桥梁名人故事和著名校

友故事，培养学生“吃苦实干、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图强创新”的

“铺路石”精神；



（3）通过正面桥梁成功案例和反面桥梁事故教训，培养学生的质

量意识和安全意识，激发职业责任感；

（4）塑造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引导学生做一名认同桥梁、

敬畏桥梁和奉献桥梁的新时代匠心铸桥人。

图 2  教学目标

4.教学重难点

依据桥隧工和“1+X”建筑信息模型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结合道路

桥梁工程技术“懂构造、会施工、能运用”核心能力的培养，确定教学

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连续梁桥构造学习、悬臂浇筑法施工、悬臂拼装法施工、

施工方案比选

教学难点：连续梁桥 BIM深化、悬臂浇筑法施工、施工方案比选

5.教学实施过程

（1）教学策略

针对三维教学目标，设计了“知识-能力-素养”教学主线，见图 3。



依据扩招学生学情，剖析建构主义、人本主义以及金字塔学习理论的内

涵，在巴特勒教学模式下，将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划分为设置情境、激发

动机、组织教学、应用新知、检测评价、巩固练习、拓展迁移等七个阶

段，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实施环节，结合教学实施过程中的课前、课堂

和课后教学阶段，设计教学活动。

①教学资源立体化

针对构造和施工难理解的知识点，通过自建的课件、微课、视频、

动画、试题库、图片、桥梁文化、课程思政案例等立体化教学资源，多

方面开展学习，突破难点。

图 3  “知识-能力-素养”教学主线图

②教学手段多样化

通过 VR虚拟仿真、施工现场视频、重难点知识的微课、动画、闯

关游戏、思维导图、连续梁截面模型制作、BIM深化等技术手段，实施

模块化教学，达成教学目标。

③教学测试阶段化



针对扩招学生“生源分布多元化，知识水平差异化”的特点，设置

课前阶梯闯关训练、课前知识检测、课后知识检测等多阶段测试，夯实

知识基础，检验学习效果。

④教学评价多维化

建立了结果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的评价方式，其中结

果性评价是通过本单元学习后成绩测试来评价，过程性评价是通过多种

互动手段对其进行即时评价，增值性评价是以学生的努力程度、参与活

动频次、进步幅度等方面开展评价，从而激发不同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

力，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⑤技能训练规范化

以“一带一路”连续梁桥建设为载体，依托教学资源、教学手段、

教学测试和教学评价等方式，按照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以桥梁设计与施

工规范为准绳，从构造学习、施工工法和综合运用三个方面开展学习，

促进学生技术技能的螺旋式提升。

（2）教学实施过程

依据“知识-能力-素养”的教学主线，在巴特勒教学模式下，设计

了基于在线课程的三段十步教学活动，整个单元教学实施过程见图 4。

下面以连续梁桥 BIM深化为例介绍教学实施过程。

①课前自主学习

1）上传预习资源

教师依据学情和教学目标发布新形态一体化教材课前活页任务单

（二维码），上传预习资源。

2）发布课前测试

针对连续梁桥 BIM深化的教学内容，发布循环阶梯闯关训练和课前



知识测试，其中循环阶梯闯关训练是针对扩招学生知识水平差异大而设

置的必会基础知识，课前知识测试是对课堂知识进行摸底，诊断学情，

为课堂授课服务。

图 4  基于在线课程的三段十步教学活动设计

3）课前精准诊断

依据课前知识测试，精准分析学情，得出以下结论：

共性问题：75%的学生经过两轮循环阶梯训练便闯关成功；43%的学

生对连续梁桥截面设计原则不理解；61%的学生不能准确识读连续梁桥

CAD三视图。

个体关注：马强、张敏、郭琼等学生经过五轮循环阶梯训练才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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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崔浩、张浩等两位学生测试成绩低于 50分。

4）调整教学策略

借助立体化教学资源，依托虚拟仿真软件，通过 BIM建模软件将复

杂的立体构造问题三维可视化，并运用 3D打印技术，加强学生对连续

梁桥构造的理解。

课前自主学习的教学活动见图 5。

图 5  课前自主学习的教学活动

②课堂内化提升

5）课前学情反馈

依托课前闯关训练和测试，提问闯关 5轮的同学，问题和困惑在哪

里？教师评价整体测试成绩：有半数以上同学对连续梁桥平面二维图纸

识读不清楚。

6）真实任务引入

教师发布“一带一路”起点西安某桥工程概况及课中任务单，引出

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7）精讲重点难点

设置连续梁桥截面设计原则、连续梁桥截面绘制、连续梁桥截面 BIM



建模、3D打印等教学内容，依托职教云平台，设置头脑风暴、认知考核、

小组讨论、方案比较、VR体验、3D打印等环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8）检验学习效果

发布知识测试，统计学生分数。

9）小结梳理

梳理教学知识点，绘制思维导图。

课堂内化提升的教学活动见图 6。

图 6  课堂内化提升的教学活动

③课后巩固拓展

10）拓展巩固

推送课后作业题，要求学生按时完成；并完成本次课的教学反思。

课后巩固拓展的教学活动见图 7。



图 7  课后巩固拓展的教学活动

（三）教学成效

1.教学目标达成情况

依据“知识-能力-素养”的教学主线，按照“循环闯关夯基础，BIM

深化促进阶，仿真平台练工法，方案思辩通应用”的教学策略实施教学，

扩招学生对连续梁桥构造与施工知识理解更加深入透彻，对施工工法优

选和施工方案编制的应用能力得到了锻炼，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得到了

提升，同时也熏陶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和爱岗敬业的品质。

2.学生学习效果与评价

（1）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职教云平台，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疫情期间，利用职教云+腾讯会议进行线上线下混合授课。复课后，

针对未返校学生，利用直播采取“异地混合式”教学方式，借助施工现

场视频、微课、VR虚拟仿真、闯关游戏、思维导图、BIM技术应用等技

术手段解决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将抽象问题具体化，不仅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还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能力。

（2）创设“一带一路”沿线桥梁案例，进行三维教学设计，提高

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以一带一路沿线连续梁桥建设为载体，创设真实情境，吻合桥隧工

和“1+X”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要求，不仅丰富了教学案例，还激发学生

的职业荣誉感，提高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3）将桥梁文化、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劳动教育、质量意识、

安全意识与技术技能培养相融合，实现知识传递与价值塑造同向同行

充分挖掘教学单元的思政元素和劳动育人元素，以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将价值塑造融入知识传递过程中，培养学生动手制作模型的能力。同

时结合教学内容，以“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环保”桥梁设计理念

贯穿教学全过程，以桥梁文化为依托，培养学生“安全重于泰山、质量

就是生命”的安全与质量意识。

教学效果见表 3。

表 3 教学效果

学生课堂参与度——参与教学活动、总结与评价

教学目标达成度——本单元学习前与学习后成绩对比



素养养成——知识传递与价值塑造同向同行

三、案例反思

（一）特色与创新

围绕连续梁桥构造与施工，以“一带一路”沿线连续梁桥建设为依

托，以桥梁文化、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质量意识、安全意识等思政元

素为指引，重构教学内容，开展信息化教学，实现了“技术技能过硬，

工程思维严谨”的教学目标，增强了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和中国民族自

豪感。

1.针对扩招班学情，实时调整教学策略

（1）开展循环闯关训练，体现教学个性化

针对扩招班学生知识水平差异化，课前学生完成自主学习后开展循

环阶梯闯关训练，见图 8，直至出现“恭喜您闯关成功”，巩固了学生对

课堂基础知识的理解，从而保证后续课堂内容的学习与教学环节的开展。

（2）借助立体化教学资源，体现资源与岗位的贴合度

针对扩招班学习目标明确，对连续梁桥构造识图与施工技能充满兴

趣，依托职教云平台，通过自建的课件、在线微课、施工现场视频、动

画、沉浸式 VR 交互式体验、虚拟仿真平台、试题库、图片、桥梁文化、

课程思政案例等立体化教学资源，开展基于桥梁施工员的教学，达成教



学目标。

图 8  循环阶梯闯关训练

（3）探索增值性评价，体现教学精准性

针对扩招班学生学习习惯不良，依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中的评价类型，基于学生参与活动频次、考试成绩和进步幅度

等方面探索增值性评价，树立学生的信心，体现教学精准性。

2.开发设计了“三位一体”的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实现教得精准，

学得轻松

以桥梁施工员岗位要求为基准，对照桥隧工职业技能标准和“1+X”

建筑信息模型（公路市政类专业）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将新技术、新规

范作为“活页式教材”主体内容，教材中的重难点通过数字化资源形式

呈现，并有机融合“以德树人、课程思政、劳动精神”，辅助教材使用，

同时设计了“活页式任务单”和“活页式笔记”，形成“活页式教材”+

“活页式任务单”+“活页式笔记”三位一体的新形态一体化教材，见

图 9，实现了教材的多功能作用。

3.以“一带一路”沿线连续梁桥建设为载体，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

创造

“一带一路”沿线连续梁桥建设贯穿整个教学单元，激发学习兴趣

和职业荣誉感，带动自主学习，通过“知识-能力-素养”教学主线实现



了扩招学生技术技能螺旋式提升，夯实了技能本领，同时将桥梁文化、

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劳动精神、质量意识和安全意识潜移默化地渗入

课程内容，实现知识传递与价值塑造同向同行，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图 9  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二）反思与改进

1.由于疫情原因，本教学单元仅开展了理论教学和虚拟仿真训练，

未能进行现场教学。随着疫情的消除，积极组织学生到施工现场开展教

学，实现教学与工作无缝衔接。

2.在进行连续梁桥施工软件的仿真训练时，仅有电脑端，限制了学

生的练习，应积极开发手机端，以方便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练习，提

升技能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