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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工程力学》高校课堂教学中课程思政融入方式的探索
曹雪玲　宋　博　何新英　刘　洋

（广州航海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725）

摘要：在“新工科”教育背景下，将课程思政元素潜移默化

的融入课堂，培养学生高素质全身心发展，是对高校教师提出的

新的挑战。本文以《工程力学》课程中的“压杆稳定”课堂为例，

将当下时事政治、工程事故等紧密联系课本知识挖掘思政观点，

使枯燥的课堂富有生命色彩，使学生带有历史使命感和大国工程

的责任感进入课堂，认识宇宙“平衡”法则，坚持“适度”实践

原则，培养学生安全意识、大国工匠精神，树立正确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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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建设以“新的工科专业、工科的新要求”为建设

内涵，着力培养多样化、创新型卓越工程科技人才，对现代工程

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新要求，需要不断革新人才培养

理念、内涵和举措，从而使学科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始终处于

“新”的状态。致力于“新工科”人才培养，着眼于互联网革命、

新技术发展、制造业升级等时代特征，提升学生科学爱国、孜孜

不倦、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科学精神，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安全第一的生命意识、从科学中培育学生幸福感和使命感。《工

程力学》课程以兴趣为导向，建立系统架构意识，培养自主学习

和思考能力，提高职业素养，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树立学

生服务、创新、安全等职业意识，培养学生爱岗敬业、追求卓越、

勇于创新的职业精神。

本课堂教学目标：以学生为本，以育人为要。充分发挥工科

院校优势，深入挖掘《工程力学》之“压杆稳定”课堂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将大国工匠精神、安全风险意识、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等素养有效融合到课堂之中，促进课堂与思政理论同向同行、

协同育人，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打造学生真心喜爱、终

身受益、毕生难忘的课程思政课堂，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

素养。培养基础扎实、专业面广、重创新、能应用力学科学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的高等应用型人才。具体目标表现在以下方面（如

图 1）：

图 1 课堂思政目标

（1）树立学生大国工匠精神。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勇于创新、

敢于突破、实事求是的工匠精神，使学生树立强大祖国的责任意

识和使命感，心系祖国；

（2）树立学生对待工程的“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安全风

险意识。从典型事故案例“结构失稳”原因分析中，让学生意识

到工程设计生产事关百姓人身财产安全，马虎不得；

（3）培养学生良好的内在品质和人格修养。从思政素材中重

点融入大学生认识宇宙万物的“平衡”法则，实践中遵循“适度”

法则，面对挫折教育勇往直前，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道德

文化教育等。

（4）激发学生“学”的内在动力，提升专业能力。利用思政

元素的融入激发学生的时代使命感和内在的学习动力。

一 、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设计

课程思政的主要设计思路如图 2 所示。

二、教学方法

根据网络时代的学生特点，实行线上和线下两种课堂相结合。

线下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分析工程安全事故的原因，强

调结构“失稳”的危害与突发性，树立学生安全风险意识；强调

学生树立大国工匠精神，对工程细节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

创新；利用压杆稳定性概念引入宇宙“平衡”法则，引入压杆临

界载荷引入工程和人生实践中“适度”原则，培养学生正确的人

格素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将思政目标悄无声息的融入

课堂内容中，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图 2 课堂思政的主干设计思路图

线上教学：提前将课堂教学中涉及的思政素材视频、照片，

专业课程课堂知识涉及的课件、习题等资料均上传至慕课教学系

统，并在系统中要求学生完成任务。让学生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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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以自主的安排线上预习、学习、复习，教师进行线上答疑。

并生成线上考核体系，将学生的个人感想及习题测试分别作为课

堂思政点和知识点考核方式。

探索学生的共性和个性的区别与统一，在课堂上“一对多”

解决学生的共性问题，结合课下“一对一”针对学生个性问题展

开个体教学。

课堂上思政元素融入是大班教学，主要满足学生的共性需求，

学生的个性需求还通过课外来完成，教师通过课外与学生近距离

交流，使学生掌握在课堂上无法学到的东西，进行学生“个性”

思政教育，同时也促进师生间的思想和感情交流。

三、教学手段

1. 使用多媒体设备演示结合课堂讲授法，提高教学效果。教

学中将现代科技技术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重点突出现代科技

的优势，将课堂内容以精彩 PPT 形势播放工程案例的视频和图片，

现场教学提高实践教学效果，让学生直观形象地接触到工程事迹，

激发学习积极性，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验证结合。

2. 利用互联网知识传播，打破学习时空限制。本课堂的电子

教案、电子课件、电子图书等均上传至学习系统，让学生可以随

时随地学习，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有利条件，实现知识资源的

共享及线上线下的课堂翻转。

3. 任务驱动法。将所学新知识和思政目标隐含在数个任务之

中，让学生整个课堂紧紧围绕一个共同任务，在强烈的问题动机

驱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极主动探索，引导学生产生一种学

习实践活动。 

四、载体途径

（一）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教学引入目前形式动态

通过数起建筑施工领域工程安全事故为导向，指出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2020 年以来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风险叠加、集聚

明显，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形势严峻。通过工程事故案例使学

生树立安全风险意识，“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增强依法行政意识，

杜绝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形式主义，杜绝违法违规建设经营。

（二）大力宣扬劳动模范精神、大国工匠精神，全球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迅速，为适应其需要，须培养学生刻苦钻研、深入

浅出，敢于创新、突破自我，不断更新专业技术水平，为强大祖国、

振兴国家工程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

（三）神奇的“平衡”法则：平衡是宇宙万物最重要的规律

之一

“喝牛奶”法则：快递牛奶的人无论多么努力的工作，永远

赶不上喝牛奶的人富有；消费牛奶的人无论喝多贵的奶，永远得

不到送牛奶者的健康；

“苦难守恒”法则：苦难是人生的能量特征，它既不会凭空

产生，也不会无故消失，故每个人一生所受的苦难的总量是一定的，

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时间段转移

到另一个时间段，即“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所以面临

苦难，越是迎面直上，将来越能战胜挫折。

识不足而多虑，智不足而多疑，度不足而多怨，爱不足而多情。

（四）实践中坚持“适度”原则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物极必反；行为有度，慎始敬终，方

可行稳致远。

刚强中由不疾不徐，柔软中有不卑不亢；要树立“边界感”，

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边界距离。

在工程和人生实践中坚持“适度”原则，既要防止“过”，

又要防止“不及”。

（五）“两面观”看问题

任何事物都要双面性，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对待

压杆稳定性，我们需学会“趋利避害”，利用其有利的一面，避

开有害的一面；

如奥运项目“撑杆跳高”，撑杆即利用其直线平衡形式所设计。

图 3 撑杆跳高

五、结论

《工程力学》课堂思政引入“结构失稳”工程事故以图片方

式展示，让学生带着安全风险意识进入课堂学习，意识到力学压

杆稳定的严谨性，应用到工程须丝毫不差，否则涉及生命安全。

整个课堂重视学生素质和能力培养，坚持开放性和可持续性，培

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科学观。其课程思

政建设的主要特色及亮点主要体现在：

灵活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3 起“结构

失稳”引起的工程安全事故让学生带有对生命的敬重进入专业学

习，即加强了教学思政重点，又克服了教学难点，提高了教学质量，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使命感，培养学生专业自豪感；培养学生

大国工匠、科学爱国、勇于创新的科学意识； 

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用压杆稳定涉及的“平衡”观、“适度”

原则和“两面观”等人生观点融合进抽象的力学知识，将复杂的

科学问题简单化，将枯燥的力学模型形象化，促使学生养成爱思考、

勤动手、爱创作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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