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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专业课程与思政融合的教学设计
张慧慧　陈　杰　朱　明

（西安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材料成形原理等”是高等院校材料专业学科基础必

修课。专业课程在课程思想政治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

章结合该课程特点，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等，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有

机融入该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以实现隐藏渗透的作用，

避免机械灌输。使思想政治课教学与专业课教学有机结合，相得

益彰，达到“春雨，无声”的教育效果。将思想政治和理论知识

的学习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教学过程，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本领，强化了思想道德教育，激发了他们用科技报国、为

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理想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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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将思政引入材料专业课程是当代

专业课程教学基本取向，引领大学生走向真善美。把大学生培养

成具有道德、身心、科学、文化综合素质的新型人才。

为此，在材料专业教学设计中融入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设计、

调整教学模式、重视教育人才、发挥思想政治要素引领作用、达

到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价值观传播等。

“材料成形原理”主要内容包括液态凝固成形，固态塑形成

形及连接成形的原理，工艺特点及应用范围等，目的在于培养学

生对成型的实质进行分析，对材料成型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与解决，并为开发新成型技术提供理论基础。所以，将思想政治

元素引入“材料成形原理”的课堂教学，能够实现与专业教学互

相促进和发展。为此，探讨教学模式改革、建构材料专业和思想

政治融合课程教学设计意义深远。

一、思政元素融入材料的教学过程中的必要性

（一）强化学生专业素养

“材料成形原理”课是与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专业基础课程。

随着新材料日益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能源和交通等重大工程

领域，新材料成形技术迅速发展。该课程注重应用已学过的物理，

化学及其他基础理论基专业理论知识来明确液态成形，塑形成形，

连接成形及其他基本材料成形工艺的内在规律与物理本质，主要

是培养学生深入了解材料成形过程和基本原理，从而为学习新型

材料，开拓材料成形新技术，提高成形产品质量打下扎实的理论

基础与实践知识。学习理论知识时，能够挖掘很多思想政治元素。

指导学生面向国家重大工程需求，熟练掌握材料成形理论与新兴

成形技术基本原理，有利于学生专业知识巩固与延伸。

（二）增强学习积极性

教师在“材料成形原理”课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元素，

可通过呈现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发展过程来引导学生了解新材料和

新兴成形技术在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的急需，这样既能让学生充

分了解材料科学专业的学习意义，又能有效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学生学习效果的好坏，与其学习兴趣，学习热情有直接关系。

学生拥有学习热情才能让学生具有自主学习的意识和学习质量。

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

专业学习动力。

（三）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材料类专业学科的基础课程是根据教

材的具体内容进行教学的，然而，在教学设计中忽略了思想政治

因素，导致专业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分离，这不仅影响了专业

课程的教学效果，而且无法实现德育，从而不利于德育朝着同一

方向发展。因此，需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入手，对材

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进行优化改革，使其能够发挥

出应有的作用。通过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融合，课堂教学能

够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例如，教师在阐述新型材料在国防

建设中的重要性时，能够将爱国主义情怀融入其中，从而激发学

生的爱国热情。

二、“材料成形原理”专业知识与思政结合的方法

（一）完善教师培训体系，提高专业课教师的思想意识

“材料成形原理”是材料专业培养过程中的一门专业课程。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人文关怀，

实现情感共鸣。使学生既具备相关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分析能

力，又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适应能力、创新创业意识和团队

合作精神。

教师应努力塑造自己的情感魅力，如对学生的细心关怀和真

诚尊重，始终保持永恒的热情和全心全意地投入教学，强调将思

想政治因素融入专业课教学过程，与学生在思想政治问题上达成

共识，形成共鸣，采取行动，实现“知、情、意、行”相结合。

教师必须加强自我建设和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这是作为负责

材料类专业课程高校教师的基本要求之一。教师的思想政治觉悟

是材料类专业课程与思想政融合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专业课程

的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要注重师风师德的建设。

教师要经常阅读思想政治理论教材，关注时事政治，时刻保持高

度的思想政治觉悟。在平时教学中，还要不定期的在校时间开展

教学竞赛，包括讲课比赛、课程教学设计大赛、优秀教学案例展

示等。经过多方面的培训，可以使教师的素质大大提高。专业课

教师应整合思想政治基础教学要素，重构教材内容，形成具有思

想政治要素的专业课教学体系，使专业课教师适应专业课与思政

一体化的教学要求。

（二）改革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元素，必须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

一主渠道。思想政治要素融入专业课的教学过程，不仅要在专业

课教学中挖掘思想政治要素，而且要贯穿于教学过程。课堂教学

在当今网络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材料成型原理”课程

的教学模式采用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借助多元化的

信息技术，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以更加生动的形式呈现出

来，这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质。通过丰富多彩的网络材料将思想政治因素融入到课程

中的方法，将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此外，在课堂教学中还

采用了主题教学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可以有效地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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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掌握材料各方面的能力，提高学生对思想政治因素的接受程度。

（三）改革评价机制，完善教学管理体制

对专业课程融入思想政治元素教学效果要建立健全科学的评

价机制，为了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对课程效果的评价，在学期结束

时引入学生评价和网络平台调查问卷来评估师生对教学效果满意

度、对实际工作的影响以及教学模式的优缺点。采用统计分析和

问卷调查等方法，确保广义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尽可能科学、

合理、有效的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统计分析内容包括课程小组

讨论得分、督导组听课评分、学生的评价分数和学业得分。同时“材

料成形原理”课程小组还注重挖掘和塑造先进案例，也给其他专

业课程的思政课程设计发挥了示范作用。许多学生对思想政治课

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有助于推进教学改革。

（四）讲述名人事迹，树立学习榜样

选择新时代中国科学家作为先进范例，特别是讲述材料领域

著名科学家的故事，更容易起到价值导向和示范作用。在教学过

程中讲述这些名人事迹，能给学生树立学习榜样，能更有效地培

养学生爱国、创新、求实、敬业、协作精神。例如，卢柯院士是

被公认为是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开创性地发现并利用金属铜的

纳米孪晶结构和梯度纳米结构，提高了铜的强度、韧性和导电性，

他的研究领域与本课程中金属凝固结晶原理的知识密切相关，通

过这个名人故事的介绍，鼓励学生投身科研大潮，致力创新，回

馈社会，报效祖国。

三、“材料成形原理”与课程思政的结合点

（一）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材料成形原理”这门课程的

主要内容，如何学好这门课程以及学习这门课程的意义。通过介

绍材料成形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科学家典型事迹，激发学生学

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在介绍材料发展史时，谈到青铜器时代，

我们可以介绍中国第一本手工业技术书籍《考工记》。这本书准

确地描述了铜冶炼过程中颜色随炉温的变化规律。通过这个例子

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炼铜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使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但是也要指出，目前世界处于新材料时代，

虽然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和高铁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功能陶

瓷材料、合金材料等许多关键材料的技术水平仍落后于美欧一些

发达国家，需要学生不断学习来完成赶超，使学生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增强。

（二）液态成形部分。液体凝固成形是在重力或其他外力作

用下，将熔融的金属或合金注入铸件的空腔中，冷却凝固后得到

与空腔形状相同的铸件的一种成形方法。本部分主要阐述了凝固

组织的形成与控制、零件成形缺陷的预防与控制以及新兴的液体

精密成形技术。凝固过程是铸件成形过程的核心，它决定着凝固

组织和铸造缺陷的形成，从而也决定了铸件的性能和质量。在具

体讲解中，学生可以讲解铸造的历史，从商周的青铜器到曾侯乙

编钟，以及当今定向凝固技术和快速凝固技术等特殊凝固技术的

发展，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三峡大坝为例，水电站的核

心是水轮机转轮，也被称为水轮机的“心脏”，它直接影响着水

轮机的效率、输出、空蚀和运行寿命。因此，叶片精加工被视为

涡轮叶片铸造领域的“珠穆朗玛峰”。目前，中国自主研发成功

垂直浇筑技术，打破了国外大型涡轮叶片垄断的市场格局，使中

国制造“进入国际舞台”。本案例的整合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民

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

（三）连接成形部分。连接成形的主要手段就是焊接成形，

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焊接概念，基本原理以及分类等基本知识。

并对常用焊接方法及工艺等作了介绍。现代对于焊接结构的承载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恶劣的工况和更严的要求。人们都在

考虑向大型化、高参数发展，例如核压力容器、6100 米深海探测

器等都是现代和解结构研究的典型案例。核压力容器壁厚已经达

到约 200mm，深海探测器需要经受海水的极大压力。中国经济发

展过程中离不开焊接技术这一加工手段，当前国家已经对某些方

面进行进口替代，带动传统焊接工艺技术升级，促进中国装备制

造业绿色优质发展。从而指导学生全面认识到焊接技术对制造行

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导入案例启发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四）固态塑性成形部分。固态塑性成形部分。本部分主要

讲解通过塑形加工，使材料变成复杂形状的零件的成形方法。锻

压成形工艺方法是一种典型的固态塑形成形工艺技术，其应用广

泛。在阐述这一部分的过程中，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中国制造大

型飞机和运输机的过程中，机身设计、机身材料和发动机是中国

制造大型飞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目前我国还无法生产大尺寸铝

合金锻件，只能依靠进口。我们缺乏大型锻压机，这是导致问题

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要制造这样的大型客机或运输机，就

必须从国外进口大型锻压机。目前，全球仅有四个国家拥有数万

吨级的大型锻压机。因此，我国要想赶超发达国家，就必须加快

发展国产大型锻件。经过长达十年的精心打磨，我们成功打造了

一台重铸 80000 吨的大型模锻压力机，这台机器被誉为“重装之

王”，并于 2012 年首次试车成功，彻底打破了中国航空大飞机制

“卡脖子”的束缚。透过本案例的阐述，我们能够激发同学们对

于国家的复兴、民族的富强以及自力更生的理想和信念，从而激

励他们不断追求进步。

四、结语

“材料成形原理”是材料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教学重点

是材料成形的原理、工艺和应用。在课程设计过程中，只有完整

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才能实现思想政治要素

与专业课程的有效整合。因此，充分挖掘材料形成原理理论教学

中的思想政治因素，并将其渗透到课堂教学内容中，激发学生追

求真理、攀登高峰的使命感，对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爱国主义

的人才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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