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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材料力学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苏　星

（陇东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摘　要：立德树人是当下高等教育的教学目标。将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结合起来，可以形成协同效应，共同促进发展，有助于实现此目

标。现阶段，土木工程专业可以以多渠道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不仅包括民族自信心、社会责任感，还包括了大国工匠精神。基于此，本文

针对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材料力学》，分析了材料力学中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的大方向，进行了两者融合教学的初步探索，提出了

实践措施，供其他专业课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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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de	is	the	teaching	goal	of	higher	education.	Combin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courses	can	form	
a	synergistic	effect,	promote	development	together,	and	help	to	achieve	this	goal.	At	the	present	stage,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can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including	not	only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t	also	the	craftsman	
spirit	of	a	big	countr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mechanics	in	civil	engineering,	the	mi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ivil	engineering,	m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measures	for	the	reference	
of	other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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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课程思政是一项全员、全程、全课程的教育形式，是一种综
合性的教学理念，也是实现高校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有效途径。材
料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基础课，对培养学生精益求精、敬畏科学
的精神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材料力学课程思程的特点及意义

材料力学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观察能力、协作能力的综合
性学科，学生的学习可以分为测定材料力学性能、验证公式及分析
实验三大部分 [1]。将课程思政与材料力学结合起来，可以体现我国
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满足学生的发展与社会需求，达到全方位育
人的目的。对于土木工程专业来说，课程思政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与创造思维的重要保障。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不仅可以提升
学生的专业素养，还能够培养学生勇于担当，不懈奋斗的精神，从
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我国土木工程的发展。

二、多维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1. 从知识点中挖掘
土木工程专业材料力学课程的首要任务是传授知识，从知识

点中挖掘思政元素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还有利于把思
政与知识深度融合。例如教师在讲授“胡克定律”时需要讲到科学
家的大量实验与细致的观察，阐述胡克定律形成的过程。教师还可
以结合我国古代著作中讲述有关定律的事例，通过中外对比的方式
培养学生积极探索的科研精神，还可以带领学生拓宽眼界，增强民
族自信心。又如，教师在讲述“材料结构强度”相关问题时，可以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讲述问题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学生们能从问题
的发展，答案的不断完善中认识到材料力学建设的社会意义。教师
还可以结合我国著名科学家统一讲解，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 从实际工程中挖掘
材料力学与实际工程有紧密联系，教师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讲

述。首先，教师可以在项目工程中挖掘思政元素。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引入我国土木工程建设相关案例，例如，青藏铁路，是一
条连接青海省西宁市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的铁路，它是经过几十年

的努力，克服千里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级难题于
2001 年 6 月开工，2006 年 7 月 1 日建成通车运营的，是目前世界
上海拔最高、线路里程最长的高原铁路，解决了青藏高原交通闭塞、
物流不畅的难题，改变了高原人长期固守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现状。
通过介绍实际项目过程中的困难，采取学生自我思考解决问题的方
式，培养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与灵活应变能力 [2]。除此
之外，教师还可以提炼有关工程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例如，我国港
珠澳大桥建设十分困难，需要考虑到地质地形、生态保护、航空限
高等多种因素，这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还能够促进学生
形成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教师还可以引出大桥坍塌的
相关案例，引导学生分析其原因，说出事故带来的不良影响，以此
警戒学生，强化学生敬畏科学，敬畏生命，谨慎求实的工作作风。

三、材料力学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合探索

1. 培养学生的纪律安全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
1.1 土木工程专业材料力学课程有较多的实验课，教师可以在

实验课程中传授相关知识技能，还应该引导学生有正确的价值追求。
首先，教师要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学生在进行材料力学实验时必
须要遵守实验室的规则，教师也应该向同学们强调课堂纪律，确保
实验课程的顺利进行 [3]。比如，实验教学中需要用到许多仪器设备，
如扭转试验机等等，对于这些较大的实验设备，教师可以要求学生
按照操作准则进行操作，学生要对分配给自己的设备负责，确保实
验无误，设备不会受到损伤，做有责任爱护实验器材的学生。

1.2 许多材料力学的实验课程需要多人合作完成，实验学习过
程中，可以培养学生默契，强化协作精神。例如，在材料力学实验“钢
材弹性模量与泊松比测量实验”中，需要有多人互动配合，才能同
时测量力与形变，更好地完成实验。教师在实验课程开始之前，也
可以适当强调团结协作与分工明确的重要性，提高学生的团体警觉
感。学生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负责的板块，并有集体荣誉心与岗位责
任，能够共同完成实验并讨论实验结果。这样可以让学生对材料性
能及力学理论知识有更深刻的了解，也能让学生有团队精神与大局
意识，更好地参与到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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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精神与创新精神，绝大部分的材料力学
实验是性能试验与理论公式验证实验，实验结束后，学生们必须如
实记录实验数据，尊重科学。实际上，绝大多数实验在教材中都有
详细的讲解，学生们对实验数据也有一定的认识，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实验数据会因为学生的操作方式有偏差，有时结果与预想的不
一样，部分学生就会篡改实验数据。教师要及时制止这种现象，并
要求学生尊重实验结果。例如，在出现数据偏差时，教师可以带领
着学生一起讨论实验操作过程，寻找可能发生的原因与实验仪器本
身问题，帮助学生正确完成实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学生寻
找问题与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日后的实践工作中秉承着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提高工程质量。除此之外，实验教学也可以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与能力 [4]。例如，在力学实验“钢材弹性模量与泊松比测
量实验”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用多种方式进行测定，让学生能打
开实验思维，不局限于书本讲述的方式或仪器设备。比如，小组同
学可以自行讨论拟定实验方案，还可以采用万能试验机、引伸仪、
电阻应变仪等多项实验设备。学生也可以在探索中从多个角度发展
创新思维。学生还可以在理解材料力学原理后设计一些提高性的实
验，比如研究或探索没有准确定论的问题，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
力。

2. 结合材料力学发展状况，引导学生思考，强化学生唯物主
义思想

2.1 材料力学的发展也可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的哲学观
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入哲学内容，引导强化学生的价值选
择力。例如教师在向学生介绍轴向拉伸与轴向压缩的发展历程时，
可以简单向同学们介绍发展背景。在 14 世纪，国外有许多国家的
土木工程建设就已经得到了发展，他们有一定的建设经验，并了解
木材强度实验结论、对几何平衡理论，拥有较为先进的思想。例如，
达芬奇就提出了用实验的方式决定材料强度。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首次提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对理论的探索有着决定性作用，
理论也为实践内容指明方向。二者缺一不可。在西方，后来的土木
工程材料力学著书中也多次提到了承载力与横截面积的相关结论，
还提出了应变，应变分量的概念。这也说明 ：在发展过程中，人类
对材料力学轴向拉压问题的认识是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深化的，在历
史长河中，有许多专家的研究印证发展理论，也体现了去粗取精的
思政思想。

2.2 土木工程专业材料力学中也介绍了一些基本的力学性能，
教师可以融入哲学中内外因的相互关系，结合讲解。首先，一件事
情的发展应该有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内因决定事情发展的基本方
向，作为内在因素，又称之为动力因素。外因则是事情发展的外部
条件，可以对事情产生加速或延缓的效果。内因与外因在事件的发
展中都很重要，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 [5]。在进行材料力学低
碳钢拉伸实验时，学生们可以发现，普通材料的力学性能有很大差
别，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因。但是这种内因不是绝对的，如果外
在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温度，湿度，强度的变化也会很大的影
响实验结果。三向拉伸会让低碳钢发生脆性断裂，三向压缩也会使
铸铁有形态上的屈服变化，充分说明了内因与外因是可以相互转化
的。

2.3 材料力学中还可以体现一项重要的思政思想，那就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但是他们都在同一形式与统一
规律之中。实际上，我们说的变化与统一是相对立的，发展是事物
的根本规律，也是客观特征，两者是既相通又对立的关系。教师在
教学用力法解决框架问题计算时，可以引导学生设计钢架模型，并
计算梁柱体的刚度对内力的最终影响。我们可以发现，梁柱体的长
度对承受力结果有着较大影响，有时梁柱承担着固定约束作用，有
时它又仅提供支撑效果。它的刚度也对结构内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也可以告诉同学们，在设计钢架模型时，既要重视整个结构的大
规模框架，又要考察内部参数细节变化对整体的影响，寻找统一与
变化的规律。

3. 加强材料力学知识与社会责任感的联系
将核心价值观嵌入学生的心田，引导学生化思想为行动，提

高学生的价值塑造能力，是高校思政教学的重要内容。土木工程专

业力学的问题在于解决结构部件的强度及稳定性，以最为经济且环
保的设计确定构件的尺寸与形状，提高建筑设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在材料力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以几个力学实验加强学生
专业知识与社会责任感之间的联系。例如，实心圆截面轴与空心圆
截面轴的材料扭转力、长度都相同，如何在横截面最大切应力相等
的情况下，使两个圆轴发挥同样的强度功能？在此基础下，两条轴
的重量比是多少？再例如，在钢材料相同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切应
力的方向与大小，使得变量可以改变两杆的横截面积，结构最轻且
结构稳定。还例如，拉力压强不相等的铸铁材料制作的梁，如何设
计截面，才能发挥材料的最高强度？这些力学实验的探索是有一定
难度的，学生们可以在探索的过程中思考材料力学设计的合理性及
工程的社会效益，在树立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在
社会上，土木工程师会参与许多土木工程建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就必须树立社会责任感，教师也从立德树人的核心多维度构建课程
体系，渗透课程思政教育。

四、材料力学课程思政的实践应用策略

1. 提高教师团队政治素养
材料力学是一门专业性、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教师作为课程

的主导者，影响着学生。将思政元素融入材料力学课堂，需要教师
拥有专业的知识技能与正确积极的政治思想。教师要认识到，培养
青少年的政治思想与培养青少年的专业理论都非常重要。学校也可
以定期对专业教师开展思政教育课程，对相关课题教师进行相互讨
论，探索材料力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加强落实。

2. 修订教学大纲，全方面完善课程思政建设
材料力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完善，需要从教育体系方面进行改

革。例如将课程思政元素在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教育方法中充分
地体现出来，并要求根据科学的教学方式完成立德树人的目标，且
更有督促力。除此之外，教师还要树立思政育人的思想，思政育人
就是在材料力学课程上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 [6]。这种精神包括
学生个人的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还包括对科学实事求是的严谨态
度，与团队分工协作，合作竞争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可
以将提炼出的思政元素与相关材料，力学教学内容结合起来，还可
以将具有综合性、教学效益较高的教学内容写入教学大纲中。教师
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加入有关材料，力学专业与课程思政的名人故
事，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爱国情怀。

3. 对材料力学实验进行半开放式管理
实验是土木工程专业材料力学重要的学习方式，半开放式的

实验教学管理，可以促进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教师可以开
设线上预约平台，在不干扰正常实验教学的情况下，学生可以自由
预约申请，教师可以定期审批，满足学生日常实验练习的需求。另
一方面，学校还可以组建专门的团队，采购先进的实验设备与实验
器具，满足学生进行提高性，综合性实验的需求，为学生的创新实
验提供有力支持。

结束语 ：

总的来说，材料力学是工程设计的基础知识。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可以融合课程思政理念，帮助学生夯实基础，提高专业素养，
提高动手能力与思维水平，培养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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