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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意义：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所有教师、所

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要求“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学校评价的根本标准”，“改革教师评价，推进践行教

书育人使命，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

定期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首要要求，强化教师思想政治素质考察，推

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我校广大教师要深入挖掘本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紧紧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

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职业素养、做人做事的道理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

给，结合各类课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德技并修教育，以

专业知识、技能为载体，达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

标，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共同构建全校三全育人格局。

二、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可加附页）

1.本课程共包含 5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24 个任务单元，周学时 6

2. 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

1 会使用设备进行材料强度测试、材料硬度测试，了解材料物化性能指标；

2 熟悉合金结构特点，会使用金相显微镜进行金相观测与分析；

3 熟知铁碳合金成分、组织、性能之间的关系；

4 理解金属材料的种类、热处理的方法；

5 熟知常用材料用途与编号，碳钢编号和用途、合金钢编号和用途、铸铁和有色

金属。

6 合理地选择金属材料、测量器具。质量检测控制以及机械产品制造工艺。

3. 能力目标：

1 能够看懂零件图纸上的材料、尺寸与形位公差精度要求；

2 具有金属材料合理选择的能力；

3 了解零件的铸造、锻造、焊接等工艺，掌握各种热加工方法；

4 具有合理选择零件的热处理方法，进行热处理工艺的实施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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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够合理选择测量器具和方法，进行零件测量与质量控制；

6 具备吃苦耐劳、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

7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

8 具有良好的环保意识。

9 具有塑造自我形象、推销自我能力；

10 具有企业员工意识和基本发展能力；

11 具备自学意识，能通过各种资源查找所需信息；

12 具备创新意识，能自主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13 具备工程意识，能独立制定工作计划并进行实施；

14 具备安全意识，能解决现场实际问题。

4.思政目标：

⑴科学精神：具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勇于探究与实践的科学精神。

⑵职业精神：具有严谨踏实、一丝不苟、讲求实效的职业精神。

⑶敬业精神：具有爱岗敬业的敬业精神、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⑷爱国主义教育：掌握先进制造技术，勇于创新，为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作

贡献。

5.思政主线：

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出发，分别对当前机械制造课程中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和

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

（一）从学生的角度——期待专业课教师发挥价值引领的关键作用通过针对学生需

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校学生对专业课教师发挥思想引领的作用有着很高的期望。

学生希望在专业课学习中，不仅仅学到专业知识，还需要专业课老师用他们的专业知识

和行业背景，帮助他们了解行业、认识自我、展望未来，从而增强对专业的认知感、提

升自我认同理念。

（二）从教师的角度——新时代要求教师迈出决定性的步伐，为打造“中国版”的

神采奕奕的工程教育体系奉献力量。

2017 年，教育部从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到北京指南的一系列行动，开启了以“新工



《课程名称： 机械制造基础 》

4

科”建设为主题的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机械专业课程思政必须在“新工科”建设中发挥

协同和引领的作用，让思想政治教育灵魂渗透到专业课培养过程中，成为“新工科”体

系的血脉，为中国制造 2025 制造强国战略的人才培养发挥支撑作用。

宣传爱国与感受祖国伟大的文明史贯穿于三个思政主线中。

⑴使学生热爱课程，建立科学的学习方法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以材料为主要标志的。历史上，材料被视为人类社会进化

的里程碑。对材料的认识和利用的能力，决定着社会的形态和人类生活的质量。历史学

家也把材料及其器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高分

子材料时代……。

在现代社会材料（尤其金属材料）服役于机床、汽车、高铁、飞机、航母、船舶等

各行各业。高科技材料是科技强国的基础之一，明确材料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在学习中（结合力学性能）让学生理解怎样材料在什么状态才能容易被加工成零件，

材料在什么状态才能满足使用要求，以及用什么方法能使材料内部组织与力学性能发生

变化以满足加工和使用。

⑵让学生立足专业，弘扬工匠精神

通过名人堂系列介绍，让学生了解在金属材料领域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他们往往放

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到祖国，不畏艰苦，把爱国之心化作报国之力。感召学生爱国主

义情怀。

介绍机械相关劳模和本专业毕业的学哥学姐的工作事迹，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做

出了优异的成绩，为企业贡献力量。以他们为榜样，我们应该如何去爱岗，敬业，培养

学生耐心，专注，坚持的工匠精神。

⑶使学生植根行业，树立敬业精神

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

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中国制造 2025》的提出，将制造业放

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机械行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生产体系国机，在目前中国的工程

领域，最缺少的不是产品，而是标准。一个可信赖的产品，需要创新超前的设计，更需

要精益求精的制造保证。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鼓舞下，中国工程机械产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在国

际市场上追赶超越步履矫健。纵观国内外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不难发现行业的未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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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端市场、高端客户、高端产品。

6. 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

材料发展史；

王钦峰——2010 年全国劳模，新型劳动者的榜样；

学姐榜样——张俭俭；

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

居里点的发现和应用;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慧淬，钢轨的延寿专家；

王钦峰——2010 年全国劳模，新型劳动者的榜样；

锡疫——同素异构现象；

《谣言终结者》高锰钢水壶到底安不安全_腾讯视频；

“三高”新型金属间化合物材料问世(创新)；

中国热处理发展史；

工程实例——T10 钢车刀热处理工艺；

工程实例——材料及热处理工艺的选择；

盖房子用圆钢还是螺纹钢；

工程实例——长江上三座大桥的“较量”；

工程实例——贵的不一定是合适的；铸铁与中华文明；

人物：肖纪美——材料科学家、金属学专家和冶金教育家;

章丘铁锅；女排获得五连冠举起的金杯、奥运金牌；

铸铁发动机和全铝发动机，差别有多大？

中华五千年的铸造技术;

国产汽车吉利等品牌的发展史；

中国航空的发展史；

英国航空的 BAC1-11 飞机，因为固定风挡的螺栓比原配的小了 0.1 英寸，导致风

挡爆裂；

珠港澳大桥沉管隧道的安装；

中国高铁发展史，结合高铁轴承生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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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按项目或章节填写，可加附页；表中红色字迹为所举例子，仅供参考，大家编写时不一定面面俱到）

教学单元（项

目或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

和载体途

径

预期成效

绪论 材料的发展

1.培养学生审美，了解机械的“美”，激发

学习热情

2.培养学生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

3.让学生学会尊重劳动，尊敬优秀劳动者;
牢记科技报国使命,涵养科技创新活力

1展示古代金属文明和现

代金属工艺品

,2.人类认识和使用材料的

发展史

3.王钦峰——2010 年全国

劳模，新型劳动者的榜样

信息化载

体 + 课 堂

讨论

1．课程讲授，融入

故事和典故，潜移默

化中增强了学生对

中华五千年五千年

的自豪感，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2.激发学生的爱国

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将个人的理想与中

华民族的复兴相结

合。

材料性能指

标测试

1.材料强度测试

2.材料硬度测试

3.材料物化性能

指标

1.培养学生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激发探索

精神

2.建立专业自信，规划人生方向

3.培养安全、规范、严谨细致的职业精神和

学以致用的工程意识和创新精神；

1.学姐榜样——张俭俭；

2.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

反转课堂，

视频资料

建立专业自信，规划

人生方向；

培养学生唯物史观

的科学理论，激发探

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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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碳合金相

图

1.纯铁的同素异

构转变

2.成分、组织和性

能间的关系

3.铁碳相图的应

用

1.提升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

2.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3.培养学生对科学技术勇于探索的精神

4.唯物辩证法中联系的观点，组织中尖兵的

带头作用

5.工匠精神——严谨、创造力、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的态度和追求，不功利、不浮躁

1.居里点的发现和应用（电

饭锅的温控开关）

2.章丘铁锅——需要历经

十二道工序，再过十八遍火

候，一千度高温锤炼，经受

三万六千次锻打，其锅如明

镜、浅深适宜，锤印清晰整

齐且叠加合理。

3.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慧

淬，钢轨的延寿专家；

4.锡疫——同素异构现象；

5.《谣言终结者》高锰钢水壶

到底安不安全_腾讯视频；

6.“三高”新型金属间化合物

材料问世(创新)；

视频资料、

图片、网络，

利用课前准

备查找资

料，课堂提

问查找结果

钢的热处理 1.钢的普通热处

理 2.钢的表面热

处理

1.培养学生对科学技术勇于探索的精神

2.培养学生理解数据准确性的重要作用

3.培养学生科学的分析方法

1. 材料热处理技术发展史

2. 中国热处理发展史

人物：柯俊——材料物理学

及科学技术史学家，中国科

学院资深院士，中国金属物

理、冶金史学科奠基人。

3. 工程实例——T10钢车刀热

处理工艺；

4. 工程实例——材料及热处

理工艺的选择

信息化载

体、课堂

讨论

视频资料、

图片、网络，

利用课前准

备查找资

料，课堂提

问查找结果



《课程名称： 机械制造基础 》

8

常用材料及

鉴别

1.合金结构钢

2.模具钢

3.特殊性能钢

4.铸铁的起源认

识和发展

5.近代中国铸铁

行业的发展史

6.铸铁的概念及

优点

7.铸铁材料的用

途及发展前景

材料的合理选择是工程成功的一半；

国家科技的发展对民生的影响

3.培养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培养学生区分谣言和科学精神

5.通过学习材料界先辈钻研、严谨、创新的

工作作风，培养学生淡泊名利、敢为人先

和无悔献身科学的精神

6.激励学生发挥不畏困难的精神，去推动我

国机械行业的发展，赶超世界发达水平。

7.工匠精神——严谨、创造力、精益求精”

“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的大国工匠精

神

8.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紧跟时代步伐

培养学生科学的分析方法

9.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培养学生区分谣言和科学精神

10.培养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有辨别

是非对错的能力，不能人云亦云。

11.通过学习先辈钻研、严谨、创新的工作

作风，培养学生精进不休，不畏险阻的工

作态度，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刻苦专研的精

神。

1.盖房子用圆钢还是螺纹钢；

2.工程实例——长江上三座大

桥的“较量”；

3.工程实例——贵的不一定是

合适的；

4.铸铁与中华文明；

5.章丘铁锅；

6.女排获得五连冠举起的金

杯、奥运金牌；

7.铸铁发动机和全铝发动机，

差别有多大？

8.人物：肖纪美——材料科

学家、金属学专家和冶金教

育家

9.铸铁井盖发展方向；

10.市场谣传，铸铁锅生锈

致癌

11.无怨无悔的人生——记

中科院院士、材料学专家张

沛霖先生

课堂讨论

信息化载

体（视频）

信息化载

体（网页、

文档）课

堂讨论

热加工基础

1. 铸造生产：砂

型铸造、特种铸

造、铸造成型设

计及铸件结构工

艺性

2. 压力加工：自

1.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劳模精

神；

2.培养学生立足岗位、刻苦钻研、爱岗敬业

的“老黄牛精神”；

3.培养学生树立将个人的理想与国家复兴

相结合的爱国精神，国家及先有国再有小

1.中华五千年的铸造技术。

2.国产汽车吉利等品牌的

发展史

课堂讲授

＋讨论

信息化载

体（视频）

信息化载

体（网页、

1．课程讲授时，

理实一体，并融入

相关典故和故事，

提高了课堂的趣

味性，提高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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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锻造、模锻、

板料冲压

3. 焊接成形：手

工电弧焊、常用

的其他焊接设备

和方法、常用金

属材料的焊接

家，家与国相统一的爱国情怀；

4.培养产品的质量意识，引入“华为精神”，

将产品做到极致、完美。

5.培养学生树立安全、规范、严谨细致的职

业精神和学以致用的工程意识和创新精

神；

6.培养学生遵守生产规范规范，初步培养学

生的“生产成本”意识和绿色环保意识，

体会“人机和谐”和零件的制造之美。

文档）课

堂讨论

主动性；

2.激发学生爱国

热情和民族自豪

感，将个人的理想

与中华民族复兴

融于一体；

3.提高学生从事

机械制造业的热

情；激发了课堂活

力，提高了教学效

果。

零件质量控

制基础

1.互换性及其在

机械行业的应用

2.从产品质量和

成 3.本角度培养

学生标准化意识

4.机械产品设计

制造与精度要求

的关系

5.极限与配合

6.表面粗糙度

1..工匠精神，爱国主义情怀

2.互换性的便利以及成本效益。

3.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高度的责

任感和认真细致的态度，让学生明白细节

决定成败的道理；

4.向学生强调“精益求精”“孜孜以求”“一

丝不苟”的大国工匠精神，甘于在平凡岗

位数十年如一日干出不平凡事业的“十年

磨一剑”般的螺丝钉精神对于个人和社会

的重要价值意义！

5.创造意识和团队精神。

1.中国航空的发展史

2.英国航空的 BAC1-11
飞机，因为固定风挡的螺栓

比原配的小了 0.1 英寸，

导致风挡爆裂，险些导致飞

机失事。

3.珠港澳大桥沉管隧道的

安装。

4.中国高铁发展史，结合高

铁轴承生产制造。

课堂讲授

＋讨论

信息化载

体（视频）

信息化载

体（网页、

文档）课

堂讨论

1．课程讲授时，

理实一体，并融入

相关视频、典故和

故事，增加知识的

趣味性，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

2.激发学生爱国

热情和民族自豪

感，将个人的理想

与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融于一体；

3.提高学生从事

机械制造业的热

情；激发课堂的活

力，提高课程的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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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课程思政目标：描述根据课程专业教育要求，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宪法法治、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做人做事的道理等教育内容。

2.提炼的思政元素：指要对学生进行哪方面的思政教育；

3.挖掘的思政素材：指承载思政功能的有关素材，要有内容或案例名称，载体形式可包括图片、文本、视频影像、以及其他形式等。

3.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描述诸如信息化载体、教师讲述、学生讲述、学生寻找提交有关资料、参观体验、课堂讨论、翻转课堂、考核评价，以及使用教材等。

4.预期成效：可从课程思政目标达成情况（具体到哪方面的目标）、教书育人效果、课堂气氛、学生学习积极性、创新精神、获得感等方面来描述，要可观察、

可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