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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工程材料课教学改革与实践
崔　霞　杨光明　宋　铂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1189）

摘要：课程思政教育是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

程教学中。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同，课程思政教育更多的是

在专业课教育中见缝插针，谆谆诱导，潜移默化完成学生的德育

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工程材料是机械设

计与制造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是让学生认识了解各种材料特别是

金属材料的性质以及处理方法的专业基础课。本文从课程思政入

手，探讨如何在该专业课中充分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在完成相关

专业知识传授的同时，完成对应的思想政治教育，达到立德树人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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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衡量一个高

校工作成绩的根本标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5 月 2 日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

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育人、以德育人，

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

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思政教育不能局限于思想政治课，而是应自然融入各项课

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学生的思政教育。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讲话中也提到：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思想政治理

论课，提升思想教育的针对性和亲和力，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期

待和需求。”

本文以讲授工程材料相关内容为例，介绍一种把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到专业课的案例，探索高职专业课进行思政教育的新方法。

一、工程材料的的主要内容

工程材料是机械技术与设计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以三大

篇及所包含的十一章理论构成，分为 48 个理论学时和 12 个实训

学时组成，使学生了解工程材料特别是机械工程材料的分类和性

能、材料的微观结构、合金相图、金属强化的常用方法、钢的热

处理、常用的机械工程材料（工业用钢、铸铁、有色金属、非金

属材料等）、机械工程材料的使用等基础理论和知识。

实训学时主要是学习相关热处理的技术处理过程及工艺步骤

等。工程材料的特点是涵盖面广，理论要求较高，并且需要较强

的动手设计能力。所选用教材为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的《机械工

程与材料》。

二、工程材料课程思政案例设计

课程思政的核心是使学生在掌握专业课知识的基础上，引入

思想政治教育，完成立德树人与专业技术知识教育的结合。工程

材料作为一门高职工科专业理论课，其专业内容和理论性较强，

其中不乏有思相政治教育元素存在，但需要教师认真备课，寻找

元素亮点，同时要加强自身思想政治学习，通过自己良好的师德

水平，把相关思政元素，由点到面逐渐丰富，避免生搬硬套、缘

木求鱼，要顺势而为，润物无声。

工程材料课目前尚无形成体系的思政元素，需要教师根据产

业发展史、国内发展现状、产业生产技术要求等工程材料课程背

后的案例，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荣誉感、职业道德操

守等思想品德。

（一）案例 1：《工程材料绪论》

工程材料绪论是全课程的第一课，是学生了解、掌握产业发展、

课程内容和学习目的的章节。工程材料的发展是材料发展史的一

部分，中国古代有着辉煌的材料发展历史，从司母戊鼎到三羊方尊，

从三星堆铜人到秦始皇陵青铜车马，无不反应了中华民族灿烂的

历史文明。

借助强大的民族智慧和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曾经是全世界

产业的领头羊，最高贡献了全世界一半的 GDP。但是随着工业革

命的发展，我国因封建落后、固步自封，出现了严重倒退。

以衡量一个现代国家重工业能力的钢产量为例。在解放前中

国钢产业最高的年份为 1921 年，年产粗钢为 7.7 万吨，同时期的

日本为 86.5 万吨为中国的 11.2 倍；而到了抗日战争前，中国的粗

钢产量不但没有增长还出现了下降，抗战前中国钢产量最高的年

份为 1934 年，粗钢产量为 5 万吨，而开足战争机器的日本钢产量

为 384.4 万吨，一下增长为中国的 76.9 倍。

钢产量的差别形成了绝对的武力劣势，换算成当时的人均钢

产量那就是 4 万万五千万同胞手持一把水果刀（0.1 千克钢 / 人）

和有着钢枪、钢盔、钢炮、子弹（50 千克钢 / 人）的敌人作战。

即便如此艰苦卓绝，我们还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中华

民族是具有强大韧性和牺牲精神的伟大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钢产业蓬勃发展。1949 年，

我国的钢产量仅为 16 万吨，到 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钢产量一跃成为 447 万吨，用 7 年时间增长了近 30 倍，是中国的

工业奇迹更是社会主义创造的奇迹。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钢铁产业蓬勃发展。根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2020 年我国钢产量已达到 10.53 亿吨，钢铁产量已由

1949 年占全球的 0.1%，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并且钢铁种类不断丰

富从特种钢材到高合金钢，从高铁用钢到航母用钢，各类钢铁材

料在我国层出不穷，满足了各行各业的需要。因而研究工程材料，

特别是金属材料中的钢铁材料，对机械专业有着重要意义。

通过中国钢铁产业的介绍，有助于学生理解祖国的强大过程，

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崇尚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并对该门课

程有了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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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案例 2：《 钢的表面淬火》

钢的表面淬火是在介绍完钢材热处理后，对钢铁材料根据应

用需要，通过局部热处理的方法来满足加工对象在复杂环境中的

使用需求。

首先和学生互动，探讨学生所了解的世界名刀。学生一般会

提出日本武士刀，询问学生可知道武士刀的前身，展开介绍。武

士刀起源于唐横刀，是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然后发展成为武士刀，

至今日本太仓院还保留着“金银钿装唐大刀”。

之所以日本推崇唐刀，是因为在遣唐使之前，传统倭刀虽然

锋利异常，但使用效果较差，经常出现断刃的情况，完全无法满

足实战需要。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唐刀和倭刀最大的工艺差别。倭刀采用

的是我们上节课所学的直接热处理法，首先将钢材加热保温，然

后缓冷完成退火工艺，打造成型，再二次加热，淬入水中完成淬火，

所得材料强、硬度极高，锋利异常。

我们知道，钢铁材料随着强硬度的提高，韧性会快速下降。

这样的刀虽然锋利，但是在使用时砍、劈动作是能量作用的结果，

如果刀体没有韧性，吸收不了能量就会像玻璃一样产生脆裂，因

而会造成刀体的突然断裂。

反观唐刀，由于中国匠人的智慧，在传统淬火的基础上，采

用了“覆土烧刃”术。所谓“覆土烧刃”是把已加工成型的钢刀，

由刀刃到刀背，由薄到厚覆盖陶瓷软泥，再进行淬火处理工艺的

技术方法。

这样在淬火时，由于刀刃直接加热可以形成奥氏体，而刀背

由于被陶瓷土覆盖，在高温下陶瓷土因向陶瓷转变吸收了大量热

量，阻碍了其转变为奥氏体，因而水淬以后刀刃变成马氏体异常

锋利，而刀背还是加热前的珠光体结构，具有良好的韧性，从而

既削铁如泥又能反复使用不脆裂，保持较好的使用性能。

“覆土烧刃”法就是典型的表面热处理工艺，它是为满足工

件在复杂条件下使用的一种特殊钢铁热处理方法。通过“覆土烧刃”

术的介绍，使学生既增强了民族自豪感，也了解了中华传统技艺，

更通过互动的方式，引起学生兴趣，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

也使专业课内容更加丰满形象。

（三） 案例 3：《 热处理实训》

热处理实训主要是借住马弗炉对钢铁材料升温并采取不同形

式降温，测量降温产物硬度，以达到使学生掌握热处理工艺流程

的目的。

实训课的过程是培养学生良好职业道德的最佳时机。实训分

为实训准备、实训过程和实训总结整理三个过程。

在实训准备阶段，让学生充分做好热处理实训预习工作，做

好实训报告相关预期内容填写，比如如何使用马弗炉，所要记录

的数据，可能出现的问题等，培养学生自我学习和做好工作计划

的能力。

在实训过程中，首要要求学生不能迟到，实验完成不能早退，

然后介绍操作规范、安全守则，养成学生遵守工作纪律的习惯。

在操作过程中要求学生严格按照实训内容，控制热处理的温度、

时间，做到和方案一致，认真记录实验数据，养成学生严谨的工

作态度。最后在实训结束后，要关闭水电、整理实训工具、恢复

实训室卫生，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

在实验的总结阶段，对比所测加工对象的硬度值与实测结果，

分析是误差还是实训步骤不当，分析原因，是保温时间出了问题，

还是降温过程出了问题，培养学生的工作总结和汇报的能力。

热处理实训课贯穿了职业道德教育的所有内容，包含了学习

能力、工作纪律、工作态度、工作总结、职业素质等方面。可见

思政元素的融入既保证了实训工作的顺利完成，取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也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形成了双赢的

教学效果。

三、结语

工程材料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机械专业专业课程，本文介绍

了其中具有三种典型意义的教学方法分别为案例教学法（绪论引

入中国钢铁业的发展）、启发式教学法（“覆土烧刃”引入表面

淬火工艺）、实践教学法（热处理实训课培养职业道德）。这些

方法的灵活应用充分说明课程思政和高职专业课结合有着理论和

实践的统一性。

通过思政内容融入高职专业课的教学，既使专业课内容更为

丰富，引发了学生的兴趣，也完成了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民

族自豪感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取得较好的专业教学和思政育人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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