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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探索与实践
——以“理论力学”课程为例

杨富莲　葛清蕴　秦凤艳　赵　宏

（皖西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

摘要：为了达成“理论力学”课程思政的预期效果，从力学发展史、人物故事、工程实例、生活实践、跨专业跨学科寻找相关力学

原理等几个方面深入挖掘思政元素，逐渐建立该课程的思政元素资源库。课程思政内容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设计等方面进

行设计，探索融入思政元素的新途径。教学过程不断增加趣味性、技巧性和实用性，注重科学思维和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力学思想，强

化使命担当，激发工匠精神和爱国情怀，全面引领学生成长成才，从而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学育人目标。

针对“理论力学”课程思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本课程的思政创新设计和实施以期为其他课程思政的融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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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力学”课程思政的认知特征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除了达到理论力学课程教学目标以外，还

要使学生达到思政教育目标。力学授课教师了解到在专业基础课

中渗入课程思政的重要性，但是在力学课程教学中，有时候却找

不到思政教育的合适切入点，反而让一些课程变得生硬。有些教

师一般是先将理论知识讲解完毕之后，再去讲解思政教育相关的

内容，在学习过程中较为生硬，教师常常很难激发学生的兴趣和

积极性，影响教学的有效性，因此，在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和教学大纲中，应合理的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建立思政元素库，

教师也应该更新其原来的教学理念，改变仅传授课程专业知识的

观念，加强对思政教育的认识，在专业教学中找到思政教育的切

入点，树立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同时育人的理念。

二、“理论力学”课程思政教育设计

理论力学课程与其他课程相比理论性较强，显性的思政元素

相对较少，只注重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容易视觉或听觉疲劳，

个别学生感觉枯燥无味，为了提高学生对理论力学课程的学习兴

趣，实现价值引领，将显性知识传授与隐形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

合，需要不断探索理论力学课程思政设计。在学校、学院层面要

做好顶层设计和人才培养理念，课程组要多维度挖掘理论力学课

程思政元素，建立思政元素库，并组织落实，培养学生好学思辨，

畅想创新，监管部门要评价反馈，持续改进，形成一个 PDCA 循

环过程，本课程思政设计逻辑图如图１所示。

三、多维度挖掘“理论力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结合理论力学的课程性质及特点，思政教学案例主要渠道包

括力学发展史、人物故事、工程实例、生活实践、跨专业跨学科

相关力学原理等方面挖掘思政元素。课程思政内容主要从教学内

容、教学方式、教学设计等方面进行设计，探索融入思政元素的

新途径。教学过程不断增加趣味性、技巧性和实用性，注重科学

思维和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力学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塑造工匠

精神和爱国情怀。

（一）利用力学人物和力学史，培养力学思想

在绪论中，介绍一下力学知识最初起源是人类早期的生产实

践活动经验和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也诞生了很多科学家，比如，

阿基米德，周培源，牛顿，伽利略，开普勒，钱学森等。阿基米

德是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严格证明了杠杆定律，提出

了精确确定物体重心的方法，若在物体的中心处支起来，就能使

物体保持平衡。牛顿把物体力学和天体力学统一到一个基本体系

中，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第一次实现了自然科学的统一。高校

以周培源开启的学科竞赛——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和省级

大学生力学大赛属于 AB 类赛事，含金量较好，给当代大学生提

高了同台竞技的平台。

在学习动力学中，引入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对接成功的

案例进行分析，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运用轨道动力学理论控

制对接位置，运用刚体动力学理论控制对接姿态，运用碰撞动力

学理论控制对接过程，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将面临着神

舟飞船对接失败和巨大的经济损失。通过这一案例的分析，让学

生认知航空航天工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强调理论用于实践

的重要性，培养学生严谨的科研精神，感受中国载人航天科学家

的伟大奉献精神，推动榜样的力量。

（二）结合课程内容，强化使命担当

在学习物体的受力分析时，以桁架结构为例绘制受力分析图，

然后展示 2022 年 9 月莒县脚手架坍塌事故的图片，2016 年 11 月

24 日江西丰城发电厂施工平台倒塌特大事故的相关报道，事故现

场 73 人遇难，2 人受伤，通过失败的案例，让学生引以为戒，要

合理设计、标准施工和操作得当等，树立正确的科学素养和工程

伦理，强化使命担当，引导学生今后要把责任意识放在首位。

2018 年 1 月 4 日，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路上多处 BRT 公交站台

坍塌事故，调查结果显示直接原因为公交站亭立柱与顶板的承托

构件强度不足，发生断裂，造成顶板倒塌，主要原因是设计单位

设计深度未达国家标准，图纸修改后未经审查，施工单位盲目施

工，监理单位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监管部门在招标、设计、施工、

监管等环节存在失职行为。分析这一案例提出相关的力学概念，

为设计深度未达到国家标准，比如承托受力，固定端约束，均布

荷载等，理论力学可以分析承托的受力情况和固定端的约束力，

但是承托的尺寸和材料选取，立柱的埋设深度需要进一步分析。

通过分析工程事故，激发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培养学生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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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科学的逻辑方法论，由“易”到“难”

理论力学研究方法是在特殊情况下建立，并扩展到一般情况，

由简单问题推广到复杂问题的一个过程，反过来，掌握了复杂问

题，在一定条件了就退变成了简单问题。比如说，在学习静力学时，

先学习平面力系，再学习空间力系，平面力系是空间力系的特殊

情况；在讲授空间力系时先分析空间汇交力系、空间力偶系两个

特殊力学，再分析空间任意力系，空间任意力系在一定条件下就

退化成空间平行力系、空间汇交力系、空间力偶系，这说明一般

情况下的研究方法适用于特殊情况，但特殊情况的方法并不适用

于一般情况，显然采用类比方法分析平面力学更容易。

在学习运动学中，先研究点的简单运动和刚体的简单运动，

再分析点的合成运动和刚体的平面运动。学习点的合成运动时，

讲点的复杂运动分解为相对不同参考系的简单运动（圆周运动、

直线运动、轨迹已知的曲线运动等）。分析刚体的平面运动时，

平面运动可取任意基点而分解为平移和转动，平移的运动与基点

的选取有关，而转动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与基点选取无关，若选

择的基点刚好是速度瞬心，平面图形上任一点的速度就可以转化

为绕速度瞬心转动的速度来研究。

在学习动力学中，分析刚体平面运动的动能时，可以看成“绕

速度瞬心转动”的动能，类似刚体定轴转动的动能，或简化为随

质心平动的动能和绕质心转动的动能之和，体现了将复杂问题简

单化的分析思路，如果授课时不断融入这样的观点和力学思路，

会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研究方法，也为后续课程和处

理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奠定了基础，体现了“课程育人”的初心。

（四）理论联系实际挖掘思政元素，由“难”变“易”

力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既要考虑课程内在知识，又要考虑

现实的需要，尤其是结合工程实例分析课程知识点，从而在开展

专业教育的同时实现立德树人。比如，讲解空间力学简化成“力

螺旋”时，可以联想到拧螺丝，开采石油，钻井工作原理；讲解

点的简单运动“矢量法”时，举例奥运会中飞碟射击项目，GPS

定位系统原理，雷达跟踪飞机的原理等；讲到“科氏加速度”可

以举例傅科摆，水中漩涡，台风气旋等；讲到“动量矩守恒定律”

时，引入人造卫星绕地球旋转的实例，分析得知卫星在不同轨道

面积速度是常量，离地球越近，则速度越来越快，可以增加教学

过程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五）从生活实践中挖掘思政元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讲解“科氏加速度”时，可以从生活实例导入，知识点的

理论讲解，题目的定量分析和生活实例的定性分析四个方面进行

设计，教学设计思维图见图 2。针对常规力学题目一定要快、准、

美，有自信心；生活实例的定性分析要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

进行准确分析，以达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三位一体

的教学目标。

比如，生活实例：在北半球，水池中的漩涡为什么是逆时针？

在北半球，顺水流方向看去，右岸比左岸冲刷严重？在北半球，

尤其是高纬度地区，沿经线铺设的铁轨，顺车行方向看去，右轨

比左轨磨损厉害？傅科摆在北半球时，摆动平面顺时针转动；在

南半球时，摆动平面逆时针转动，而且纬度越高，转动速度越快，

在赤道上的摆几乎不转动？弹道右偏，落体东偏 ..... 等等；授课

时围绕这些生活实例进行分析讨论，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提高他

们学习的兴趣，分析发现这些现象主要原因是科里奥利力（科氏力）

导致的结果。

四、课程思政实践成效

课程教学团队经过一系列教学改革研究，基本 实现了课程思

政教育贯穿于整个知识体系，建立了课程思政元素资源库，实现

了“省部级 - 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材料力学》获安徽省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和安徽省课程示范课程，《理论力学》和《建筑

力学（1）》获皖西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在课程思政教学比赛

中，课程组成员分别取得了二等奖或三等奖的好成绩，近几年，

课程教学团队围绕“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

也开展一系列教学探究活动，教师的知识传授能力和价值引领能

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发生了

显著变化，在大学生力学竞赛、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和 BIM 应用

大赛中获得较好成绩。

五、结语

理论力学是工科大学重要的承先启后的专业基础课，在基础

课与专业课之间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中起到桥梁作用，并在许多工程技术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力学又是相关工程领域进行创新研发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手段。而

课程思政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德育目标，

因此如何把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双重功能有效融合成为一个重要

的课题，根据“理论力学”课程特点，多维度挖掘理论力学课程

思政元素，把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中，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

生学习“理论力学”的兴趣，培养力学思想，强化使命担当，通

过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相结合，既做到了理论知识培养，又做到

了工程匠人精神塑造，全面引领学生成长成才，从而实现“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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