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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思政”在“材料的结构与性能”课程中的教学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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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必修课“材料的结构与性能”为例，围绕导学思政的背景、意义，“材料的结

构与性能”课程导学思政现状分析，以及导学思政教学改革实践设计，阐述了导学思政在“材料的结构与性能”课程教改

中的应用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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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学思政的背景及意义

研究生教育对我国教育强国建设至关重要 , 肩负着高

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使命 [1]。近年来，随

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快速增加 , 我国逐渐由研究生教育大

国向研究生教育强国转变 , 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

研究，有利于高素质科研人才的培养。研究生教育不同于

本科生，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赖课堂、辅导员、班

主任，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则高度依赖于科研，以实验

室、课题组为主要物理场景，极少依赖于课堂，然而课堂

思政是落实研究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研究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关键环节 [2]，因此研究生课堂导学思政显的弥足

珍贵。导学思政作为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响研究生的教育教学质量。导学思政是以导学关系为载

体，以多元化的互动场景为纽带 [3]，能够充分发挥导学互

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在互动中实现凝聚共识和价值认

同，构建符合研究生特点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思想

政治教育新格局。

《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

见》（教研〔2018〕1 号）以及《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

（2020 年）等文件对研究生导师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界定。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培养高层

次创新人才的重要使命。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职责包括

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研究生学术与实践创新能

力，增强研究生社会责任感，指导研究生恪守学术道德规

范，优化研究生的培养条件，注重研究生的人文关怀七个

方面 [4]。导师在研究生生涯阶段与其接触时间最长，导学

互动过程能够贯穿整个研究生教育环节，如课堂、实验室、

课题组，甚至研究生的学校生活中。导学思政的内涵体

现在三个维度，结构上基于师生关系，将思想政治教育

贯穿于全体学生的教学中；进程上基于师生的共识和价

值认同，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在全过程教学中；空间上

基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得

到全方位深化 [5]。

“材料的结构与性能”属于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

生必修课，课程内容涉及材料（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

料、高分子材料等）的微观结构设计及其对材料性能（力、

热、光、电、磁）的影响。“材料的结构与性能”作为材

料专业研究生的基础课程，对其理论素养及科研能力的提

升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在课程导学内容中融入思政知识点，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念塑造的高度融合，对培养研究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认同，促进其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2.“材料的结构与性能”课程导学思政现状分析

导学、思政、课程内容的关联度不够，三者融合效果

不强。研究生课程设置时间较短（一学期或者一学年），

而课程内容较多。此外，研究生参与的课堂教学环节普遍

较少，主要精力集中在科研上，科研工作占据了研究生大

部分时间 [6]。同时，大多数研究生课程没有国家统一教材，

在导学思政知识点设置方面没有统一的文件规定。因此很

容易造成导学内容、思政内容、课程内容之间的关联度不强，

导致课堂教学效果难以达到导学思政的目标要求。

导学思政知识体系陈旧，与前沿热点脱节。某些研究

生教学单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导致教师对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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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教育教学的精力投入有限，特别是课程思政教育的

重视程度不够，表现在课程教学案例的更新频次较低，

造成导学思政知识点难以适应当前的教学需求，如讲到

材料的光学性能中的透明陶瓷时，材料中的微量杂质、

气孔以及晶界等均会对其透过率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

控制透明陶瓷制备工艺时需要精益求精，具备工匠精神。

在该部分内容导学时需要加入一些时下比较热门的思政

知识点，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引起学生共鸣，更高效地实

现思政导学目标。

导学思政知识点考核力度不够，思政育人收效甚微。

虽然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会涉及部分导学思政知识点，但大

多并未纳入课程考核。特别是在应试教育这样的大背景下，

教师对于思政知识点的投入精力远不如专业课程知识点，

课堂讲授效果一般。与此同时，学生对思政知识点的学习

态度和学习质量随之大打折扣，因而往往导致思政教育流

于形式。

3.“材料的结构与性能”课程导学思政教学改革设计

导学思政需要注重课程教学的互动性。随着网络教学

资源与网络娱乐活动的丰富，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已经

难以吸引学生的课堂注意力，而严格的课堂纪律往往会导

致学生产生逆反情绪。基于上述现状，通过导学思政知识

点与课程知识点的结合，在激发学生内在学习热情的同时

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增

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材料的结构与性能”课程

的教学目标是运用学科基础知识和相关理论将材料的微观

结构与宏观性能相关联 [7]。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导、

启发等方式让学生举出物质的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联性，

如陶瓷的熔点高，结构较为稳定，因此在冶金工业中往往

采用陶瓷耐火材料作为高炉、转炉、电炉等冶炼设备的炉衬、

炉底等部件 , 承受高温和金属熔液的侵蚀。通过学习材料的

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增强了 学生的辩证思维，提高了历史

唯物主义的哲学人文素养， 有助于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以及勇于探索新知、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导学思政需要注重立德树人的同步性。传统的思政教

育仅仅依靠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以及班会、组会等教学模式，

完全与专业课程教育相分离，这往往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达到思政育人的目的。在“材料的

结构与性能”课程导学过程中融入思政知识点，通过导学

思政实现立德与树人的同时性，促进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

教育的提质增效。如讲到材料的磁学性能中吸波材料的应

用时，提及我国歼 -20 战机在所有接缝处均设计有防止电

磁波过高反射的锯齿结构，从而联想到材料的结构设计可

以为我国的国防军事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进而升华到以爱

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导学思政知识点。

导学思政需要注重课堂教学模式的多元化。根据研究

生的学习特点，在课程导学中适当引入学术道德与诚信、

科研思维及能力、学术写作规范、研究生生活及心理调整

等不同教学场景，建构多元教育模式。如讲到材料的力学

性能时，给学生列举几篇 SCI 学术论文，通过课堂讲授的

方式对论文的结构框架进行分析，让学生熟悉学术论文的

写作规范，欣赏科技论文的写作魅力。在分析材料增强增

韧机制时，让学生观察论文中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所呈现

出的沿晶、穿晶断裂微观形貌，以及裂纹断口处的偏转和

桥联结构。紧接着，让学生细细品味结果与讨论部分内容，

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直观认识，掌握科技论文分析与讨论

部分内容的写作规范及图文之间的内在逻辑。

4. 结束语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

是国家发展、科技进步的重要基石。充分挖掘“材料的结

构与性能”研究生专业课程资源，将导学思政与专业文化

育人深度融合，才能有望实现全方位育人。本文对“材料

的结构与性能”课程导学思政存在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了课程导学思政教学改革实践设计方案，希望为该门

课程的导学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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