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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热工基础》课程是机械类和能源类等专业开设一门专业基础课或专业核心课。热工基础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工程热力学
和传热学等内容。课程思政教育是近年提出的一种新的综合教育理念。热工基础课程是一门和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门课程，容
易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节能、保护环境意识。本文针对热工基础课程中的思政教学的重要作用，开展了热工基础课程思
政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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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undamentals of Thermal Engineering " course is a basic discipline or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common to many engineering majors, and 

it is one of the courses required for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Therefore, it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personnel training of 

energy and mechanical majors. The content of thermal engineering basic courses mainly includes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and heat transfer.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concept that regards moral cultiv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The fundamentals of thermal engineering course are a course closely related to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energy 

ut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n be integrated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so 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ontent in the 

existing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In view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the basic thermal engineering course,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the basic thermal engineer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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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热工基础》是能源类、机械工程类等专业的基础课之一[1-4]。

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热力学第一定律、气体和蒸汽的性质、理想气

体的热力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导热、对流传热、辐射传热、传

热过程与换热器等内容。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掌握热工的

基本理论，可为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和从事本专业的科研、生产

工作奠定必备的理论基础[5, 6]。我校《热工基础》课程教学经过多年

教学经验的沉淀，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点。尤其是近年来，机械工

程学院《热工基础》课程组提出的“专业工程案例式教学法”，在

《热工基础》课程教学试点中获得了极高的教学评价。该教学法是

参考翻转课堂教学，课前老师提出问题让学生提前预习新知识，通

过查阅文献，搜索资料，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对学生没有掌握的知识进行补充，在这个过程学生对于公式的推理

有了自己的认识，并且加深了对公式定理的理解。充分体现了当代

大学生通过数字化自主学习的特征，并且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锻炼了学生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思政是通过将思政教育融于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去，把高尚

的道德情操、爱国情怀、工匠精神、正确的价值理念及精神追求传

递给学生，达到育人的目的，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出合格

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7-10]。热工基础课程内容与生活和学习息息

相关，很适合融入思政教育[11-14]。本文针对热工基础课程中的思政

教学的重要作用，开展了热工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 

2.热工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活动设计 
《热工基础》课程为能源类和机械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或专业

基础课，例如在我校主要面向机械工程学院 3 个本科专业开设。《热

工基础》在我校开设至今已有近 10 年历史，近三年授课人数：2020

年 245 人，2021 年 260 人，2022 年 280 人。我校历来十分重视该课

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为提高《热工基础》的教学质量，

课程组不断总结教学经验，近年来提出了“专业工程案例式教学

法”，并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热工基础》课程的教学

中付诸实施，获得了广大学生和专家的好评。因此，机械工程学院

4 个主要专业都在 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加入了《热工基础》课程

作为学科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 

（一）深挖热工基础课程的思政元素 

热工基础课程课堂教学中可以融入能源的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节能环保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节能、保护环境意识。热工基础

课程中很多概念和定律的发现，都是从生活生产经验中总结发现

的，所以鼓励学生观察思考生活生产中遇到的现象，总结规律，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动主动解决生活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才

能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热工基础课程中还可以由热设计和热控制

问题引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让学生思考如何解决生活生产中

产生的热能，提高使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给学生灌输绿色化学

绿色生产的概念，把环保思想灌输到学习生活中去，让学生不论以

后的生活还是工作都能够注重环境，爱护环境。热工基础课程中涉

及热能机械的工作原理，如活塞式内燃机气体动力循环、叶轮式压

气机、绝热节流、喷气式发动机、制冷循环、热泵循环、蒸汽动力

装置循环等，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学以致用、回报社会的感

恩精神。 

（二）根据课程思政要求优化热工基础课程教学内容设计 

第一章绪论，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了解热能及其利用，热力

学发展简史，学习焦耳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精神。对热工基础课

程有一个初步了解，理解热工基础课程的作用和发展现状；明确本

课程的学习目的，掌握热工基础课程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课程

思政切入点：通过热工基础导论视频短片，给学生讲解能源的概念，

能源的种类，人们对能源的利用的方式。能源开发与利用的形式，

能源开发与利用的两面性（发展和环境污染）。我国能源的基本概

况，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等主要能源总储量和人均储量。我

国能源发展概况，能源产量、消费总量及其构成，我国能源利用存

在的主要问题，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等，让学生课堂讨论分析其产

生的原因。要求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养成节约能源、低碳出行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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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第二章热力学概念，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了解热力学的等基

本概念；热力循环，机械制造业的作用和发展现状；明确本课程的

学习目的，掌握热工基础的基本理论，为后续内容的学习打下基础。

课程思政切入点：热工基础课程中涉及热能机械的工作原理，如活

塞式内燃机气体动力循环、叶轮式压气机、绝热节流、喷气式发动

机、制冷循环、热泵循环、蒸汽动力装置循环等，在教学过程中可

以培养学生学以致用、回报社会的感恩精神。 

第三章热力学学第一定律，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热力学第一定

律的实质。让同学们明白不论学习还是工作都要时刻留心观察，善

于思考。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实实在

在的解决问题。 

第四章气体和蒸汽的性质，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了解饱和温

度和饱和压力，理解水的定压加热汽化过程。让学生思考简化解决

问题的方法，主动思考，主动解决问题。现在是数字社会，许多问

题都可以通过网络查阅资料，寻求解决方法。当然，更多的问题是

需要以网络为手段，结合自己问题的特征，自己总结经验，尝试各

种方案，最终寻找出一个合理、快捷、低成本高效率的最终解决方

案。 

第五章理想气体的热力过程，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了解定压、

定容、定温过程中能量转换、传递关系。课程思政切入点：通过研

究热力过程的目的、方法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利用外部条件,合理安

排过程，形成最佳循环，对已确定的过程，进行热力计算，提高热

力学过程的热功转换效率的方法。使学生树立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减

少环境污染是每个热工研究者的崇高职责。 

第六章热力学第二定律，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学会卡诺定理、

克劳修斯积分不等式、孤立系统的熵增原理。课程思政切入点：由

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让学生明白以后工作

生活中要注重环境问题，生态保护等。 

实验课：本课程还安排了 4 学时的实验教学，分别为：气体定

压比热容实验和二氧化碳 p-v-t 综合实验。气体定压比热容实验教

学内容为测定干空气的定压比热容[15]。二氧化碳 p-v-t 综合实验教

学内容为二氧化碳临界状态的观测方法；会活塞式压力计、恒温器

等部分热工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教学要求为：二氧化碳 p-v-t 关

系的测定方法能操作并学会运用实验来测定实际气体状态方法。课

程思政切入点：结合实验特征强调实验数据的重要性以及学术诚信

的重要性，要求学生以自己的真实实验数据撰写论文和成果，不得

抄袭编造实验数据。 

（三）具体一节课课程思政教学活动设计 

以热力学第二定律第一课时为例 

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列举一些

示例让学生明白工业废液及废热对人们生活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

这样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都会思考废液废热处理问题，这样

就极大的保护了环境、生态问题，还能够解决很多安全隐患，保护

人民和国家生产安全。 

 
图 1 具体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3.结束语 

课程思政教育在大学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目前现有的

热工基础课程教学内容中有关课程思政教学的部分几乎没有涉及，

出现了现有课程教学内容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严重脱节的现

象。本文针对课程思政教育在热工基础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开

展了《热工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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