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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件课程设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研究与实践 
徐丹  王晓宇  刘丽芝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 

摘要：知识传播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关键，在专业课中融入思政元素的课程思政，已成为高职院校的一种
不可或缺的授课模式。本文通过对机械专业课程《机械零件课程设计》中的思政元素的挖掘提炼，并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
教学效果显著，发挥了专业课程的课堂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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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讲道：“做

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
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它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
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如何让《机械零件课程设计基础》课程与思想政治教
育同向而行，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是需要长期探索的
课题。为了使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
要求，并能够系统地职业素养训练、具有工匠精神，作者积极
挖掘提炼《机械零件课程设计》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
入到实际教学过程中，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2.《机械零件课程设计》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高职院校机械专业学生是未来国家工业技术发展的重要力

量，在具有专业基础知识储备、熟练的操作技能的同时，也要
求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品质、正确的价值观、集体观念与团队
协作意识和奉献精神等人文素养。然而在实际人才培养过程中，
机械专业学生往往更注重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缺少职业素养
的养成。学生渴望在学习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能够了解国
家政策与社会需求以及机械行业发展动态，明确自己的前进方
向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有必要开展课程思政与《机
械零件课程设计》的有效融合，实现全方位立德树人。 

传统的《机械零件课程设计》项目大多以齿轮减速器为主，
学生主要通过查询相关技术资料，完成齿轮零件的设计和二维
图纸绘制等内容，进行查阅、计算、绘图等基本技能的训练。
课程最初实施时，学生的培养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图样绘制
阶段，缺乏对课程知识的综合实践应用，很容易使得学生养成
思维定势的习惯，最终导致学生学习能力与创新意识匮乏，不
能真正满足思政教学的目的和要求。因此需要深入挖掘课程中
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它们有机结合到课堂教学过程中，诸如企
业机械加工的实际工程案例、机械发展史的趣闻轶事、 振奋人
心的大国重器、大国工匠以及课程中蕴含的人生哲理等，实现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兼顾价值引领，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和
崇高信念，培养学生爱岗敬业和强烈的责任心，以及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机械零件课程设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探索 
3.1 重构、更新设计项目 
针对《机械零件课程设计》存在的问题，通过开展调研，

结合本专业学生特点，在原有的知识体系基础之上，引用企业
真实生产案例，校企共同开发具有职业院校特色的实训项目-
制动器的设计与制作，根据企业产品特点，学生遵循企业真实
生产工艺流程，从设计、加工、检验等方面进行理论知识与实
践内容的有机融合，实现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同时，强化学生
的职业素养，树立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时学生在进行
相关资料的查询以及调研沟通过程中，往往也会更加深刻的感
受到整个机械行业艰苦创业、自力更生、不懈拼搏、励精图治

的精神，进而达到自我培养的目的，有效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
爱以及工业报国的雄心。 

3.2 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教学 
《机械零件课程设计》中存在着大量的思政教育知识内容，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对相关思政元素的开发，进而实现对
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提升。比如结合时政要闻“萨德”事件，
在《机械零件课程设计》课程开篇教学过程中，在课堂上引入
这一事件，要求学生线上观看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事件相关新闻，
并搜集下列国家（中国、俄罗斯、朝鲜、美国、日本及其他国
家）对韩国部署萨德事件所持的态度及原因，并开展讨论，从
而激发学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学生的忧患意识
和危机意识，起到了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同时也让学生
形成对振兴民族工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进行制动器零部件设计时，可以通过引入机械制造企业
中因为图纸上的一个小数点，导致一整批出口零件报废的典型
设计案例，培养学生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责任心。也
可以通过引入发动机的发明史案例，通过不断尝试和优化设计
也体现出了机械专业人才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勇于探索、艰
苦奋斗的精神；又或者是在进行制动器零部件的加工过程中，
通过观看大国工匠案例，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成本意识、团
队意思，弘扬工匠精神。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着力弘扬劳模精神和恪尽职守、崇尚精益求精、将质
量之魂存于匠心、对产品和服务完美追求的工匠精神，加强对
学生的价值定位，使得学生能够真正找到人生价值方向。 

4.结语 
结合企业生产项目对《机械零件课程设计》课程内容进行

改革，为学生创设真实的工作场景，让学生走入实际的工作岗
位，接触实际生产实例，使学生从设计绘图、工艺编制、机械
加工与装配等多方面都得到技能训练和提升，增强职业认同感，
树立就业信心；并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效的融入到课堂教学，有
效、科学、循序渐进地培养了学生的工匠精神和专业素养。通
过课程的教学，学生在企业实习和就业过程中努力发扬艰苦朴
素的工作作风和谦虚好学的精神，刻苦锻炼和提高自己的业务
技能的同时，也能服从安排，团队合作意识强，表现出极大地
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真正实现课程的育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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