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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建筑精神内涵的育人价值

———以工程管理课程融入思政为例

邓　 华， 徐泉辉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要］ 集美大学的嘉庚建筑是独具特色的工程典范， 蕴含丰富的精神价值， 是应用型工程管理专业开

展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第一素材。 围绕党中央立德树人、 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目标， 在工程管理专业教学中，
聚焦集美大学校内的嘉庚建筑， 开展项目式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 综合探究式、 讨论式等多元方式开展嘉庚

建筑调研与模型制作实践， 同步挖掘嘉庚建筑精神内核的育人价值， 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结合， 引导学

生主动探究和学习嘉庚建筑的工程知识和精神内涵， 实现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与精神育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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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 教育部提出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根

本任务为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立德

树人不仅是思政课程的任务， 更要贯穿在专业课学

习全过程。 专业教学要由德育引领， 开展课程思政

改革， 实现 “道德培养、 知识传递” 的双重作

用［１］［２］。 专业课程必须向立德树人初心回归［３］，
与思政课程同行， 相辅相成协同并进。

集美大学的一大使命是让青年学生不仅要有扎

实的专业素养， 更要有精益的科研精神、 爱国爱校

的情怀和高尚的人文修养。 集美大学的嘉庚建筑记

载着学校百年历史沧桑与成就， 是本校工程管理学

生学习工程的优秀范本， 其精神内涵是集美大学拥

有的宝贵且独特的精神财富， 是服务本校工程管理

专业立德树人教育的第一思政源泉。 本文挖掘凝固

在集美大学嘉庚建筑中的精神内核， 与工程管理专

业课程教学有机融合， 更好地用优秀的精神内涵育

人， 提升工程管理专业学习和育人的协同效应。

　 　 一　 集美大学嘉庚建筑概况与内蕴
的精神

　 　 （一） 集美大学嘉庚建筑概况及特点

集美大学校园内的嘉庚建筑集中诞生于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前， 包括尚忠楼群 （尚忠楼、 敦书楼、
诵诗楼）、 允恭楼群 （即温楼、 明良楼、 允恭楼、
克让楼、 崇俭楼）、 南侨楼群等， 由陈嘉庚先生亲

自参与设计并主持建造。 经历初期仿造西洋建筑，
再到嵌入本地传统建筑元素的发展阶段， 最后形成

独有的人文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嘉庚建筑［４］。 这些

建筑中西合璧、 庄严大气、 气势恢弘并带有浓郁的

闽南地域风格， 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从建筑学角度看， 嘉庚建筑的功能主要是教学

楼和学生住宿， 体现了陈嘉庚伟大的教育家情怀。
嘉庚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布局采用 “一字型” “一主

四从” 的建筑群布置规划思想， 建筑平面上多为

“一字型” 加外廊， 即房间置于一侧， 另一侧敞开

外廊作为主要交通联系和采光通风之便利； 在立面

构图上， 采用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构图方式； 柱

式、 壁柱或券柱式进行垂直划分， 建筑正立面呈现

出横三纵三或横三纵五的划分方式， 中间突出建筑

主体， 两旁对称分布， 避免了因立面过长产生的单

调感。 屋顶创新了中式传统坡屋顶， 屋脊和檐口升

起进一步地加大， 起翘更加夸张， 革新传统双曲燕

尾脊为三曲燕尾脊， 使得屋身和屋顶的结合更加紧

密、 和谐。 总结来说， 嘉庚建筑的功能服务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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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特色是中西合璧， 和谐统一。
从土木工程学角度看， 嘉庚建筑结构上多为砖

石木组合结构， 墙体多为花岗岩砌筑的承重墙； 内

部楼层多采用传统木结构， 尤其是屋顶的做法仍然

采用传统闽南民居中介于穿斗式和抬梁式之间的混

合式。 建筑的选材基于当地现有的建筑材料， 如花

岗岩、 木材、 红砖、 瓦片等， 西式做法和闽南传统

砖石技艺相融。 如： 白色花岗岩与红色烟炙砖犬牙

交错砌筑而成的隅石， 丰富了立面效果； 砖石砌筑

勾缝黏合浆采用有着悠久历史的壳灰材料， 多用于

涂抹墙面和灰塑装饰； 陈嘉庚也创新了屋面瓦片，
制成了坚固耐用的橙色 “嘉庚瓦”。 所有这些工艺

做法和材料为土木工程结构、 施工以及建筑材料的

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样板。
（二） 嘉庚建筑内蕴的工匠精神

集美大学嘉庚建筑的总体规划布局与自然环境

相协调， 与人文精神相融合； 建筑设计实现空间功

能、 技术可行和外观优美三位一体， 凝练高超的设

计思想和对中西文化的深度解读、 有机融合， 不仅

不显得叠加累赘， 更形成独一无二的建筑风格； 在

建筑的建设过程中， 陈嘉庚先生亲自督办， 深入施

工现场， 带领一批能工巧匠， 在当时材料技术、 施

工技术和设备比较落后的条件下， 硬是用当地最朴

素的材料和简陋的设备， 建造出宏伟大气又精雕细

琢的建筑佳品。 精细打磨的花岗岩砌块、 横平竖直

的勾缝、 墙体转角隅石构造的处理、 出砖入石的工

艺、 如翚斯飞的屋顶， 等等， 可谓将闽南工匠们的

精益求精、 专注与创新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即使历

经沧桑， 时至今日， 这些嘉庚建筑依然是闽南地区

的精品建筑工程。
（三） 嘉庚建筑中的嘉庚精神

陈嘉庚先生的乡情国思和民族精神跃然在嘉庚

建筑之上。
首先， 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办教育， 兴建规模宏

大的嘉庚建筑群， 创办了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 这

些建筑数量之多、 规模之宏伟、 建造之精工， 世所

罕见， 体现了陈嘉庚爱国重教的精神和无私奉献精

神， 令世人景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陈嘉庚

自己却住在简朴的楼房中， 家居用品也以够用为

本， 朴素甚至有些简陋。 在建设嘉庚建筑过程中，
陈嘉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甚至宁愿出售一生产业

也在所不惜， 依然义无反顾建设学校。 他与胞弟陈

敬贤把 “诚毅” 定为集美学校的校训， “诚” 即实

事求是、 言信行果； “毅” 则是百折不挠、 坚忍不

拔 。 陈嘉庚不仅对 “诚”， 而且对 “毅” 的真谛

有非凡的深悟， 他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 不但是

“诚毅” 的积极倡导者， 而且是其实践的楷模［３］。
忠公、 勤俭、 诚毅的品性深深镌刻在嘉庚建筑的一

砖一瓦中。
陈嘉庚基于自身深厚广博的阅历和汇通中外的

格局， 融合中西方优秀的建筑做法， 在建筑形式上

进行创新， 形成个性鲜明、 风格独特， 兼具实用性

和美观性的风貌建筑。 在建筑文化的内涵追求上注

重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提升文化品味和美学

意境。 嘉庚建筑的命名多取自中国经典古籍， 如即

温楼、 明良楼、 允恭楼、 崇俭楼、 克让楼、 立德

楼， 取自 《论语》 《左转》 等， 蕴含深厚的中华古

代哲理智慧。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陈嘉庚的民族独立

精神和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自信， 且不盲目排外、 兼

容并包的胸怀， 展现出他独有的立古出新、 博采众

长、 敢闯求进的创新精神。

　 　 二　 集美大学嘉庚建筑精神内涵的
育人价值

　 　 （一） 工匠精神培养新工匠人才

以嘉庚建筑为范本， 从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

的角度出发， 在专业课程中深度融入工匠精神到专

业课学习的全过程， 打造新型工匠人才， 使学生能

适应新时代社会的变化和需求。 切实在专业课程理

论学习和实践实训环节中， 通过改变教学方式、 方

法， 采用项目式、 探究式和动手实践等方式， 融合

身体力行的劳动教育， 强化工匠精神的培育， 促进

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相融合， 激发创新创造力。 总

之， 用嘉庚建筑的工匠精神内涵培育新时代的工

匠， 使他们不仅能传承嘉庚建筑的工匠们的精益求

精、 专心专注和创新创造的精神， 掌握娴熟的技

术， 还能养成良好人文素养、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

秀的劳动品质。
（二） 嘉庚精神培育高尚品德

嘉庚建筑有 “忠公” “诚毅” “勤俭” “创新”
四大内涵， 统称为嘉庚精神， 是陈嘉庚为后人留下

的一份极其珍贵的财富。 “忠公” 体现在陈嘉庚爱

国爱乡， 致力于教育兴国； “诚毅” 彰显待人以

诚， 处事以毅的为人处事作风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

神； 他 “勤俭” 以修身； “创新” 的魄力为人景

仰。 这八个字的精神内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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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求学和做人， 具有极高的育人价值， 是集美大

学及其附属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源泉， 更是集美学

村的学子们必须深刻领会和内化的道德品质。 在新

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指引下， 嘉庚精神的光辉

永不褪色。

　 　 三　 嘉庚建筑精神内涵融入工程管
理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

　 　 （一） 工程管理课程思政教育的误区与破解

对策

工程管理专业是土木工程与管理学的交叉专

业， 重在培养具备工程专业知识和掌握相关技术的

应用型工程管理人才。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房屋

建筑学、 工程结构、 土木工程施工、 工程力学、 土

木工程材料等。 长期以来， 培养应用型工程人才为

目标， 偏重于理论知识讲授和技能教学， 相比之

下， 专业课程学习中的德育存在明显短板［５］。 自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出以来， 我校工程管理专业课

程思政教育改革成效不明显， 研究表明主要存在以

下两个误区。
误区之一： 课程思政教学的素材取材误区。 将

工程案例取材范围放大到全国的范围， 没有聚焦地

方特色。 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高

校， 育人素材没有体现集美的高校地缘特征。 区域

文化和精神财富在开展专业课程思政改革过程中别

具优势， 应用型高校处于自身区域的文化背景中被

形塑［４］。 这种独有的、 接地气的人文精神财富是

育人的首选素材。 所以， 素材的选取离开集美区域

特色， 工程管理课程思政在思想价值观塑造方面不

能有效深入人心、 激荡灵魂。 其二是所选择的素材

的专业性和立德树人价值不能兼备， 往往是专业性

足够， 而思政教育元素的价值不高； 或者将关联度

低的思政内容生硬、 牵强地嵌入专业教学中， 导致

课程与思政教育不能有机统一。
误区之二： 工程管理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没有

脱离以教师为中心， 教学模式依然以教师讲解、 单

向传递为主要方式， 收效较差。 精神品德育人不同

于技能知识的显性学习， 更需要耳濡目染、 身体力

行的隐性传递， 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感受优秀精神文化的熏陶和切实践行优秀的思想道

德品质。 在课程思政教学中依旧采用传统的灌输式

的说教， 是育人方面不得其法的表现。
综上分析， 将课程思政的素材回归到校内的嘉

庚建筑， 探索新型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成为破解困境

的出路之一。 嘉庚建筑的规划、 设计、 施工建造全

过程， 包含着大量的专业课理论知识和创新思维，
是项目式教学的优秀工程案例， 极具专业学习价

值。 嘉庚建筑为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学习建筑工程知

识提供了丰富的工程案例素材， 覆盖了工程管理专

业学生大学四年的全过程专业课学习。 作为陈嘉庚

先生创立的高校， 嘉庚精神是集美大学的灵魂， 凝

聚着丰富精神内涵的嘉庚建筑就是工程管理专业全

过程、 全员、 全方位育人的优良范本， 是课程思政

的第一源泉。 嘉庚建筑的精神为本校工程管理学生

思想品德修养注入营养， 是最贴近学生学习生活实

际的精神动力。 所以， 以嘉庚精神立校的集美大

学， 用嘉庚建筑中的精神内核激活工程管理专业课

程思政教育是新时代本校工程管理专业立德树人教

育改革的突破口。
（二） 嘉庚建筑的精神内涵引领工程管理专业

育人实践

１．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设定。 “嘉庚精神立

校， 诚毅品格树人” 是集美大学最鲜明的办学特

色， 也是我校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的出发点和育

人目标。 围绕嘉庚建筑开展一系列的应用型专业课

程建设， 让学生对嘉庚建筑的探究贯穿大学学习的

全过程， 通过学习嘉庚建筑中所蕴含的工程知识，
践行工匠精神， 成为专业基础扎实的新型工匠人

才。 与此协同， 在探究过程中， 学生通过挖掘嘉庚

建筑的精神内涵， 结合专业教师的引导、 解析， 逐

渐耳濡目染内化成自身品格的一部分， 让嘉庚建筑

的精神塑造学生的价值观、 人生观、 事业观， 培育

他们爱国、 爱家、 爱校的品质， 鼓舞他们努力学

习、 艰苦奋斗、 攻坚克难， 成为他们学习和创新创

业的精神指引和内在驱动力。
综上， 以嘉庚建筑的精神内核驱动的工程管理

课程思政目标就是用嘉庚建筑全面育人， 培养具有

优秀道德品质、 切实践行工匠精神和嘉庚精神的工

程管理应用型工匠人才。
２．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 课程思政具有人

才培养和立德树人双重特性， 必须摒弃传统的以教

师为中心， 讲授式说教为主， 学生被动接受的课堂

教学模式。 尊重学生作为一个有思想、 会思考， 有

自己独立见解的人， 更多地采用隐性教育的方式，
以学生为中心， 用项目式模式教学， 全过程融合了

探究式、 互动讨论式、 启发式的教学方式［５］， 让

３



集美大学学报 第 ２２ 卷

投稿网址：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ｂａｎｇｏｎｇ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ｊｋｂ ／

学生在专业课程学习中逐渐接受思想道德、 人文精

神的熏陶和洗礼， 提高政治觉悟， 实现专业教育和

思政教育协同效应［６］［７］。
工程管理专业以嘉庚建筑为主题的课程思政教

学新模式围绕学生专业技能教育和嘉庚建筑的精神

内化的思想品德双提升为目标， 实施以学生为中

心， 教师全过程引导和监督控制的教学模式。 该模

式以嘉庚建筑作为 ＰＢＬ 项目探究式教学的工程案

例范本， 指导学生以实践调研测绘、 文献资料调研

和设计制作模型等多种方式， 开放、 自主地探究和

解构嘉庚建筑。
一方面， 针对嘉庚建筑进行资料和实地调研，

围绕嘉庚建筑所蕴含的建筑学理论、 工程结构理

论、 工程材料、 施工建造技术以及工程力学等知识

进行探究， 用嘉庚建筑案例作为素材和理论支撑，
在相应的专业课程中增强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
综合应用多门专业课知识全方位解析嘉庚建筑， 促

进学生建构属于他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 另外一方

面， 有了建筑作为载体， 学生对陈嘉庚和嘉庚建筑

的精神内涵认识更加立体和全面， 不再空洞虚无。
在学生对嘉庚建筑的探究、 调研、 考察、 讨论等活

动中，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陈嘉庚的生平事迹、
精神品质， 并与嘉庚建筑的各个细节相映射， 使他

们在探究全过程都浸润在嘉庚精神世界中。 更重要

的是在学习过程中， 学生对嘉庚建筑的精神内涵探

索是主动的， 体悟是耳濡目染的。 这些精神如春风

化雨、 润物无声， 潜入学生心中， 逐步内化成为其

思想道德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３． 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育人过程实施。

基于嘉庚建筑的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过程围

绕立德树人目标， 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全过程指导

和监督的角色定位［８］［９］， 采用 ＰＢＬ 项目式和问题探

究式开展。 整个育人过程是将嘉庚建筑作为研究项

目， 针对嘉庚建筑的建筑理念、 结构特征、 建筑材

料、 施工建造技术等开展系统性探究， 并进行模型

再造， 在实践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 让嘉庚精神映

射在嘉庚建筑模型上， 贯穿于专业课学习过程中。
课程思政的实施总体分三步走。
第一步， 向学生明确本课程思政的目标是专业

知识学习和思政育人同步提升； 提出学习成果的考

核标准和形式； 明确采用 ＰＢＬ 项目式并开展分组

协作实践探究。
第二步， 以项目式和问题引导式要求学生开展

嘉庚建筑专业性研究和精神内涵的提炼。 在专业性

研究过程中， 侧重于让学生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和解

构嘉庚建筑， 并通过木工模型实践再造嘉庚建筑。
在房屋建筑学这门专业核心课程中， 教师设置了测

绘和复原嘉庚建筑的项目， 要求学生应用测绘技

术、 工程制图、 建筑学专业知识和木工制作等技术

手段， 让学生自主选择集美大学校内的嘉庚历史风

貌建筑， 分工协作， 全面剖析该建筑。 然后， 在遵

循嘉庚建筑原汁原味的建筑特征和工程原理的基础

上， 复原制作嘉庚建筑模型。 首先， 集中调研、 学

习嘉庚建筑文献资料， 在掌握了嘉庚建筑发展历

史、 总体特征的基础上， 开展实地勘察测绘。 实地

测绘嘉庚建筑的功能设置， 建筑平面、 立面、 剖面

设计以及结构特征和细节构造， 不仅对嘉庚建筑有

更加立体的感性认识， 更从中感受到蕴含的点点滴

滴的嘉庚精神。 然后， 利用计算机建模技术、 木工

制作等方式复原生成嘉庚建筑的计算机信息模型，
并用木材将实物模型制作出来 （如图 １）。 整个模

型的制作过程中， 学生分工协作， 理论和动手实践

紧密融合， 头脑风暴、 创新思维不断闪现， 在群策

群力之下， 完成具有真实还原度的嘉庚建筑。 本阶

段持续时间较长， 其中所涉及的嘉庚建筑的专业性

知识逐渐被学生掌握和内化， 与此同时， 他们体悟

到兴建嘉庚建筑的难度和工匠精神、 嘉庚建筑的创

新精神和陈嘉庚先生的爱国精神， 这些精神内涵也

就在沉浸式的项目式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学生的内心世界。
第三步， 成果检验与评价。 课程思政的教育目

标的实现与否必须用教学成果检验和评价。 纯专业

知识的教学成果的评价以书面作业和考试为主， 不

能有效反映学生的全貌， 尤其是在思想品质方

面［１０］。 所以， 课程思政的教学成果检验必须要多

元化， 不仅要对最终完成成果的评价， 更要有形成

性过程的评价； 不仅要对专业性学习成果的评价，
更要有思想品德素养的成效评价； 不仅要开展理论

测试方面的评价， 更要开展汇报讲演形式的评价。
多元化、 全方位的评价， 能客观检验课程思政

的成效。 首先， 在项目式学习全过程中， 教师必须

全过程跟踪学生的研究和实践情况， 分阶段进行指

导， 并检验阶段性成果， 突出了形成过程评价， 从

而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其次， 在学生

完成嘉庚建筑探究后， 提交最终的研究报告和实物

模型， 并开展嘉庚精神如何引领嘉庚建筑， 嘉庚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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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如何展现嘉庚精神为主题的讨论和主题汇报， 教

师从专业性和思政性两个维度综合考量学生在专业

知识方面的掌握情况和嘉庚建筑精神的内化程度。

最后， 通过理论测试作为最后的成果检验关， 检验

学生的学习效果。

图 １　 学生制作复原的集美大学嘉庚建筑

（１． 明良楼、 ２． 即温楼、 ３． 尚大楼、 ４． 景祺楼）

　 　 ４． 育人成效与反馈。 挖掘嘉庚建筑精神内涵，
提升工程管理专业课程思政育人的实践探索， 历经

四年， 面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届的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开

展， 贯穿于大一的认识实习到大四的毕业设计全过

程， 涉及 ７００ 余人， 覆盖了 １００％ 的工程管理学

生， 收到数十份嘉庚建筑实物模型和研究报告成

果， 并在全院举办二次嘉庚建筑展览， 进一步扩大

了学习成果的影响力， 让更多学生受到嘉庚建筑的

精神内涵之熏陶。
通过对嘉庚建筑的结构与再造学习， 学生普遍

反馈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体验更加深刻， 能够应用

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如 ＣＡＤ 技术、 信息化建

模技术） 开展项目式探究， 从中体悟到工匠精神

的真正要义。 与此同时， 学生们对嘉庚精神有了更

全面、 更具象的认识， 真正体会到陈嘉庚先生

“忠公” “诚毅” “勤俭” “创新” 这八个字的

真谛。

四　 结束语

嘉庚建筑是集美大学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是工

程管理专业学习的优良案例。 凝固在其中的工匠精

神和嘉庚精神是具有地域特色的课程思政素材， 有

很好的育人价值， 是服务本校立德树人的第一精神

素材。 从工程管理专业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出发，
嘉庚建筑的精神内核能有效促进工程管理课程思政

育人。 综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手段， 改革传统单

向教学模式， 转变为以嘉庚建筑为主题、 学生为中

心的项目式教学模式， 贯穿于学生的专业学习过程

中， 激发学生探究其精神内涵， 形成对嘉庚建筑的

精神更加全面、 更加立体的认识和体悟， 使工匠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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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育工程专业之术与嘉庚精神立优良品德之人相得

益彰、 相互促进， 达到育人的目的， 形成具有集美

大学嘉庚特色的立德树人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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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ｎ Ｋａｈ⁃ｋｅ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ｉａｇｅ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Ｔａｎ Ｋａｈ⁃ｋｅ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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