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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合的《材料物理性能》课程建设探索 
罗现福 1  马毅龙  郭东林 

（重庆科技学院 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材料物理性能》作为一门材料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采用专业知识融合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对相关专业的课程建

设以及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材料物理性能》课程为例，根据课程特点，充分挖掘课程自身的思政元素并探索课

程思政教育的教学融合，对同类课程思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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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大学课程不仅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于一体，更承载

着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作用[1]。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思政教育与专业发展教育有机结合，

充分发挥课程的德育功能[2]。运用德育的学科思维，挖掘专业课程

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动

化的有效教学载体，潜移默化地在知识教学过程中有机地融入价值

观念层面的精神指引[3-4]。就我校材料类专业本科生的教学而言，深

入挖掘《材料物理性能》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完美融入日常课

程教学中，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将枯燥的知识理论与实际的材料研究

有效联系起来，为今后的科研工作打下扎实基础，而且还可以体现

出课程育人的重要作用，对学生的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材料物理性能》课程简介 

《材料物理性能》课程是学生掌握材料基本性能（如磁学性能、

电学性能、热学性能和光学性能等），判断材料优劣，正确使用材

料，以及设计、制造先进材料的理论基础[5]。该课程旨在利用物理

学理论阐述材料复杂微观结构与宏观性能间的内在规律。以我校金

属材料工程为例，《材料物理性能》课程总计 48 学时（含课带实验

16 学时），年均授课学生人数为 40 人。本课程对学生能力素养培养

的具体要求如下：①掌握金属材料工程领域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

期、全流程的基本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

种因素；②了解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常用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

工程工具和模拟软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2 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分析 

2.1 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更是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自

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在《材料物理性能》课程教学中，应立足中国

实践，挖掘材料科学领域的思政素材，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在课程“前

言”中融入“中国制造 2025”、“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等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中对我国材料领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通过这些典型

案例可以激发学生的专业自豪感，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

在第一章“概论”中融入《超级工程》、《大国重器》、中国载人空

间站“天宫”、“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等中国制造崛起的专题纪录

片，让学生了解和关注我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成就，培养

学生们深远的家国情怀；在第二章“材料的磁学性能”中，在讲解

“永磁材料”的知识时，介绍海军工程大学马伟明教授面对国外封

锁，多年深耕，最终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航母舰载机电磁

弹射技术的国家。通过马教授的事迹，使学生内心萌生出对为国作

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的崇高敬佩之情；在第三章“材料的电学性能”

中，当讲解“材料的超导电性”知识点时，列举我国上海的磁悬浮

列车、超导电缆以及“九章”量子超级计算机等，介绍我国目前处

于这些前沿领域的世界顶尖水平，这些介绍不但能提升学生的爱国

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更能激励学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 

2.2 大国工匠精神 

中国桥梁、中国高铁、中国卫星、中国超算等“中国制造”正

迅速地转型为“中国智造”。从大众产品到国防军工，从外引技术

到输出技术，从自主创新到中国标准，一张张大国名片的背后，离

不开默默付出的“大国工匠”的努力。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在

掌握材料制备工艺、性能测试方法及使用相关大型设备的同时，了

解默默耕耘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先进事例，使学生清醒地认

识到，每个人都应对国家的兴衰负责。当代大学生应努力丰富自己

的知识，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离

不开勤奋的研究和扎实的工匠精神，以此增加学生的学习动力。 

2.3 辩证唯物主义 

在当今飞速变革的时代里，社会中的消极现象、网络中的不良

内容层出不穷，侵蚀着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在《材料物理性能》课

程中，必须积极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着重培养学生以“辩证与统一”以及“现象与本质”为代表的辩证

唯物主义思想。通过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洗礼，使学生们意识到人

生亦是如此，凡事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具有一体两面性。“塞翁失

马，焉知非福”，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每一个问题，都要学会一分

为二地分析，不要片面地下结论，不仅要看到事物好的一面，也要

看到不好的一面，了解事物的内在含义，切勿因眼前得失而改变心

境，应保持一颗平常心来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此外，在本课程

的学习中，我们既要探索材料的磁、电、光、热等各种性能的特殊

规律，又要研究材料组成、晶体结构、电子排布及能带等内在的影

响因素，既要归纳出与材料宏观性能有关的各种规律现象，又要探

索现象中所蕴含的微观机理。通过《材料物理性能》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们学会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式来认真地对待生活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 

2.4 实事求是与学术诚信 

科学研究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理工科的学生要通过实

验、论证、推理、佐证一步步地接近科学的“真相”。因此，我们

必须要求学生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实验和论证过程，绝不能弄

虚作假或者马虎大意。严谨求实是作为科学家的基本素养，无数个

成功的科学实验都是建立在一次次失败的实验基础上的。人生亦是

如此，挫折总是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正如在科学研究中失败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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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常有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一次实验的失败而杜撰实验数据，

也不能因人生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放弃自己宝贵的生命。因此，在

学生开展每一次的《材料物理性能》课带实验和撰写实验报告时，

都必须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引导学生们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理念，

从小处对自身的言行进行约束，培养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科学价

值观。小小的一份抄袭的实验报告或者作业，可能就是学术造假或

者剽窃的开始。在学生经历失败的实验时，应教导学生如何分析实

验失败的原因，针对性地改进实验条件才是我们应该注重的。只有

真实客观的实验数据，才能帮助我们总结失败的经验，最终找寻到

成功的实验道路，如果没有千百次失败的实验，也不会有“超级工

程”、“大国工匠”以及“中国智造”等亮眼的成绩。同时，在进行

学术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教导学生一定要保持严谨、认真的科学

态度，这是获得真实实验结果的必要保障，在实验过程中因为“马

虎”而导致的错误实验信息，将会直接导致实验失败，甚至在生产

或生活中造成巨大的财产乃至生命的损失。因此，正确引导学生在

求学过程中培养严谨的实事求是精神也是不可或缺的。 

3 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融合 

3.1 科学故事引课 

在每一节理论知识课程学习之前，任课教师可根据每个章节的

教学内容和特点，花 3-5 分钟讲解我国杰出科学成果、杰出科学家

以及大国工匠的故事作为理论知识的导入环节。故事需要有冲击力

和吸引力，让学生对知识背景有更清晰的认识，课堂上保持强烈的

好奇心和专注度。在课堂上介绍我国目前领先世界的顶尖科学成

就，可以培养学生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帮助学生树立文化

自信，引导他们将所学知识服务于国家需要和民族发展。在介绍科

学家如何追求真理的同时，畅叙我国伟大科学家、大国工匠们严谨

求实的科学精神，用行业典型代表人物激励学生向着更高的学术高

峰攀登，不要满足于当前的科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前行，

当遇到挫折和困境时，不要轻言放弃，要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失败是常有的，要做克服失败的勇士。面对诱惑的时候，也要要能

够保持一颗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平常心。 

3.2 工程案例式教学 

在每一堂课的讲授过程中，采用多媒体、科普小视频、纪录片、

小电影、工程模型展示等方式介绍我国载人空间站“天宫”、“嫦娥

五号”月球探测器、C919 大飞机、“FAST 天眼”射电望远镜、“墨

子”号量子通讯卫星、“九章”量子超级计算机等重大工程案例，

用案例进行启发式教学，不仅让学生思考专业课程的知识点，更深

入思考着作为一个“中国材料人”的责任与使命。从这些一个个重

大工程案例背后的人物故事启发学生精益求精、严谨细致以及踏实

肯干的大国工匠精神。 

3.3 增加互动讨论等环节 

在课程教学中，设置有趣的讨论题目，比如“超级工程与超级

材料”、“科学故事我来说”等主题讨论和交流报告，让同学们结合

本门课程所学，课前预习，查找资料，学生在课堂上以组为单位进

行交流演讲，任课教师及时纠正并查漏补缺，接着由其他同学进行

提问和补充。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认真听取，并

在学生讲完之后对其准备的内容做出评价。尤其是纠正学生讲解过

程中出现的知识错误、逻辑错漏，并补充相应的背景知识，从而既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进一步提高作为“材料人”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借助“互联网”技术，让手机进课堂，借助“学习通”

等教学 APP，围绕课程内容，开展投票、主题讨论、问卷调查等形

式多样的课堂教学活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始终处于积极活

跃的状态，提高学生参与度，激发学习主动性。课堂结束前后呼应、

提炼升华。结束部分要关注细节，体现人性关怀，能够引发学生情

感共鸣。同时，课后可以布置一些专业知识和思政相结合的小作业，

如每个领域的杰出科学家精神，并对思政方面进行讨论和反思。 

3.4 结合课带实验等实际问题辨析 

在《材料物理性能》课带实验教学中，要求学生仔细观察实验

现象，认真思考，通过分析不同的材料性能了解材料内在的结构差

异，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教师可以学生的实验数据和实验

报告为例，向学生讲解随意篡改实验数据、抄袭他人实验报告等学

术不端行为的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学术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

零容忍态度，使学生引以为戒，引导学生养成实事求是、科学严谨

的学术态度。在经历实验失败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到实验失败的

不可避免性，并指导学生逐一检查实验步骤，审视实验失败的原因，

并给出改进方案。如果我们从评判标准上进行改变，再结合我们理

论课的引导，有效促进学生养成“诚实守信”、“严谨求实”的科研

态度。 

结语 

尽管《材料物理性能》是一门典型的理工科课程，但教师在日

常教学过程中，绝不能简单地拘泥于教授书本的专业知识，而是要

将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深入挖掘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

素，将其转化为与课程特点相协调的人文精神、工匠精神、核心价

值观等德育素养，潜移默化地沁入学生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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