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一）

课程：先进制造实习-激光雕切 教师：陈卓威

1. 案例名称 “锲而不舍 敢为人先”-激光加工方式与特点

2. 结合知识点 激光切割与激光扫描的定义与特点

3. 案例意义

利用激光雕切设备的两种加工方式-激光切割与激光扫描分别加

工“锲而不舍 敢为人先”校训，制成如图所示的书签件作品。

图 1 激光加工作品-“书签件”

以此为案例来讲解激光切割与激光扫描的定义，工艺特点，并引

出“锲而不舍”成语典故，引导各位同学在实践过程中要有锲而不舍

的精神，用坚持不懈的努力去雕琢，熟练掌握激光加工这门先进制造

技术，同时，在创造设计时，又需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勇于进

行创造、发散创新思维，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制作出优秀精致的激

光加工作品。

4. 案例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从理论知识学习、创作设计、实操加工、考核评价等四个方面深

度挖掘激光雕切思政元素，不断促进激光雕切课程与思政有机融合，



以“四位一体，实践育人”为教学设计思路。

课堂上教师以“锲而不舍 敢为人先”书签件作品导入对激光两

种常用加工方式的探究，融入思政案例，讲解 “锲而不舍”出自的

典故以及背后的意义；引导学生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坚持不懈地练习，

慢慢领会，掌握激光加工技术。同时，鼓励大家在设计时要敢为人先，

敢于创新，设计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2）教学实施

知识点精讲：激光切割与激光扫描的定义。

激光雕切的加工方式其实就是“雕”和“切”。“雕”是指“雕刻”，

又叫做“激光扫描”，“切”指“切割”，又叫做“激光切割”。激光切

割是激光沿着点或线构成的图形进行切割；激光扫描是激光在可计算

面积的图形中进行扫略。激光扫描既然是在面积范围内进行扫掠，那

么它呈现出来的是“面”上的变化，而激光切割是沿着点线加工，那

么它在材料上留下的自然是“点”或者“线”。而且大家可以用肉眼

观察到，激光扫描它加工出来的面是凹陷进去的，是低于加工材料表

面的。这是它与激光切割最大的区别。

知识点延伸：加工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其中“敢为人先”我们用

的是激光切割，它是激光沿着字体的轮廓进行加工，加工的是线条。

而“锲而不舍”则是用激光扫描加工的，它呈现出的是面积上的变化。

提出问题：“锲而不舍”成语出自的典故是否有同学知道？“敢

为人先”又是什么意思？

思政案例导入：通过 PPT 展示《荀子·劝学》原文：“…锲而舍

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没有

恒心，连棵树都砍不了；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恒心，连金子都可

磨。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有恒心，有毅力，专心致志地去做就没有



不成功，毅力和决心是人生成功路上至关重要的。“敢为人先”则是

指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价值观引领：先进制造实习课程需要同学们发扬“锲而不舍 敢

为人先”精神

学生讨论：只要有锲而不舍的努力与毅力，在老师的指导下一定

能慢慢掌握这项技术，有专一精神打底，在实践过程中，即便仍然可

能面临失败，但至少能拥有内心真正的平静，享受实现人生价值的快

乐。同时，培养同学们“敢为人先”的胆识和气魄，永不停顿、与时

俱进的实践精神，挑战现实、敢于创新的特殊品质。

课后拓展：激光的加工效果除了与加工方式有关，还受哪些因素

的直接影响？

5. 教学反思

以工匠精神为切入点，激光雕切课程思政实践已初步形成课程目

标、教学内容、课堂设计再到课程评价完整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虽

然还有许多方面还需时日进行完善优化，但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新模式，实现了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践行了

课程思政建设内在要求。



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二）

课程：先进制造实习-3D 打印 教师：刘文锋

1. 案例名称 利用 3D 打印技术对辽沈战役的场景还原

2. 结合知识点 3D 模型制作与离散堆积原理

3. 案例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

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当代大学生出生在改革开放的

新时代，大多数成长在衣食无忧的环境里，对于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

缺乏切身体验与感受。辽沈战役精神提供了实践表率，是丰富大学生

责任感认识的生动素材。作为对解放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

一，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连同其他战场的胜利，彻底扭转了革命

形势，加快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步伐。通过 3D技术还原辽沈战役场景，

引导学生深刻认识树立远大理想、坚定理想信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4. 案例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线上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包括部分历史资料、三维设计软件、

3D打印软件、3D 打印课程实录，激起学生学习兴趣。课端检测，促

使学生主动学习，检测结果也有助于老师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训教学

设计。开放式讨论，组员陈述各自的想法，边讨论边分析，细化每组

要做的作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实训课程收尾阶段，每小组

派出一个代表进行本组作品的创新点、创作思路以及 3D 打印过程的

总结，两个大组的同学相互点评，最后老师做点评。

（2）教学实施

知识点精讲：介绍在三维模型设计的过程中将要用到的几个“特

征”，以及选择基准面的原则。



在实际建模过程中，对于同一个方向的“特征”，若是参数不一

致，一定不能将多个闭环放置在一个草图中，这样容易形成多层嵌套。

此外，除了系统自带的三个基准面以外，我们可以选择新生成的三维

图的任意平整表面作为设计的基准面，如果不合适，可以选择新建一

个参考平面，按照“所选（建）的基准面要与将要建立的特征必须有

关联的地方，特征在所选则基准面上的投影必须符合设计要求”这一

原则来做。

知识点延伸：3D打印机关键参数设置

提出问题：在制作模型时，为真实还原辽沈战役场景，需要了解

辽沈战役我军最终胜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思政案例导入：辽沈战役我军胜利和敌军失败都是有原因的，国

共双方最高统帅蒋介石和毛泽东几乎同时都看到了锦州这步关键之

棋，但蒋与他的东北将领们意见不一，从而举棋不定，贻误战机在先。

蒋介石后来更犯下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那就是不顾当时东北人民解

放军力量增长的实际情况，固执地与解放军展开决战，终使几十万精

锐之师在东北大地上灰飞烟灭。我军兵力包括地方部队几乎在其 2倍，

而东北野战军的装备在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算是最强的。国民党军

队如果迅速撤到关内，或许还能推迟被我军全歼的命运。

相比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则是比较成功的。毛泽东

认为，先打锦州，封闭国民党部队逃出关外的道路，“关门打狗”是

上上之策，林彪则认为攻打锦州是有困难的，应该先打长春，但是在

其试攻长春后就知道攻打长春也比较困难，于是同意先打锦州。锦州

破后，国民党军队就被封闭在东北，陷入了孤立境地，陆上无法逃脱。

价值观引领：辽沈战役是中国共产党主动出击的战争，这场战役

的胜利对中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呢？



学生讨论：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决战，

其精神内涵反映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时代需求，为培养当代大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在辽沈战役中，解放军将士用实

际行动对目标理想、责任担当，以及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的重大现实

问题做出回答，表现出坚定革命理想、敢于攻坚克难、密切联系群众

的精神内涵。

课后拓展：在 3D 打印的过程中，整体打印与分零件单独打印这

两种加工方式哪种更好？理由是什么？实际加工出来的模型未达到

预期应该怎么改进设计？

5. 教学反思

部分“00 后”学生历史知识极度匮乏，但是通过本课堂设置与

历史有关的主题，学生从被动学史到主动学史，利用 3D 打印技术将

历史场景还原，不仅提高了 3D 打印的操作技能和绘图技能，使学生

具备了一定的工程意识，而且提升了他们的爱党爱国热情，增强了学

生对党带领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情感认同。



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三）

课程：先进制造实习-数控铣 教师：彭潇潇

1. 案例名称 劳模方文墨的数控加工精神。

2. 结合知识点 数控铣加工中心加工工艺

3. 案例意义

方文墨创造的“0.003 毫米加工公差”被称为“文墨精度”，相

当于头发丝的二十五分之一，展示出大国工匠的风采。引导学生要学

习理论知识，更要身体力行，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在未来的工作岗

位上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作用，时时刻刻谨记自己的使命担当，让人生

不仅要有长度和宽度，更要有精度和厚度。

4. 案例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数控铣课程的讲授与实践中，把家国情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工匠精神的培育等内容作为思政内容的主线。采用 6步教学法即信息、

计划、决策、实施、检查与评估进行设计。学生以 2-3 人为一组进行

团队合作学习，教师协作完成教学的整个过程，在整个教学设计的过

程中教师时时刻刻对学生思想教育和工匠精神进行渗透。

（2）教学实施

知识点精讲：加工过程需要遵循的原则

加工过程的安排要按照“基面先行，先粗后精，先面后孔，先主

后次，刀具集中”的原则。前人总结的经验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如不

严格遵守，加工过程将会困难重重，加工的结果也往往是尺寸不合格。

基面不先加工定位，零件的尺寸就会混乱；直接用精加工完成所有特

征的切削看似简化操作步骤，实际会造成大量的刀具浪费，加工质量

得不到保障，降低加工效率。



知识点延伸：学会针对不同生产任务要求的零件，选用加工方法

及相关设备，构建数控加工工艺系统，明确装调要求。

提出问题：如何才能提升数控加工的加工精度？

思政案例导入：观看《大国工匠》纪录片，方文墨在参加工作不

到 10年的时间里，方文墨自制刀、量、夹具 100余把（件），改进各

种刀、量、夹具 200余把（件），改进工艺方法 60余项，改进设备 2

项，研究生产窍门 24项，经他改进的一种铁合金专用丝锥，提高工

效 4倍。他设计制造的“定扭矩螺纹旋合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8倍，

仅人工成本每年就为企业节约 100多万元；他改进的铁合金专用丝锥，

能提高工效 4倍，每年节约人工成本和材料费 46万余元。

价值观引领：大国工匠令人鼓舞，而中国数控机床技术的发展现

状又是如何？

学生讨论：小组自行查阅资料进行小结汇报，国产数控机床在性

能、控制系统、可靠性等方面仍然是国外发达国家的“追赶者”。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品牌与中国制造的世界地位，激发学生助力

民族企业发展的强烈意愿，并进一步激励学生积极把梦想和追求上升

到更“高大上”的层次，学会思考毕业后如何利用专业知识发展民族

的事业，建设自己的国家。

课后拓展：如何提高加工质量，提升加工效率？针对数控铣上课

的每个环节你有什么意见？

5. 教学反思

数控铣课程思政建设实施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初步形成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课程设计到课程评估的完整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师生能够

共同学习和践行课程思政目标要求。当然，引导学生践行核心价值观，

树立正确人生导向，课程思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