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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专业课程理论性、技术性强，需要通过融入

课程思政，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

标。文章介绍了机械原理课程思政教学建设实践，分析了课

程中的德育素材，进行了案例展示，并提出几点思考，以期

为机械原理课程思政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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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Construct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 the Machinery Theory Course under the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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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ngineering major courses are highly theoreti-

cal and applied courses. To carry out the morality teaching ob-

jective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through course education.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ac-

tice an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nd

analyses the moral educational material in Machinery Theory, and

then displays some cases and put forward some thinking. It is ex-

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Machiner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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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习总书记的指

示，明确了要将政治教育融入各个学科课程。“新工科”是在

新形势、新背景下教育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其中 90%的课

程都是理工课程，思政课程的比例很少，而大学时期是学生

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因此，将课程与思

想政治教育更好地结合，更有效地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功

能，尤为重要[1，3]。

课题组以新工科背景下课程思政理念为指导，对“机械

原理”课程进行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与实践，从专业基础课

的教学内容中提炼出相关素材，将这些正能量无形地渗入

纯理性的教学，期望为工科专业课程思政的进一步实施提

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1“机械原理”课程简介

“机械原理”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成型及

控制工程等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核心课程。该课程不

仅为学生学习相关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起到承前启后的作

用，而且为学生今后从事机械方面设计、制造、研究和开发

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具有增强学生适应机械技术工作和

开发创新能力的作用，在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培养体系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教学目标着眼于学生工程设计

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以机械系统运动方案设计为

主线，重点讨论常用机构设计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工程设计能力。“机械原理”是理论性、实践性

都较强的综合性课程，要求学生把各科知识融会贯通，学生

学习难度高，而且课程内容本身一般不直接传授思想政治

方面的信息。

2“机械原理”思政教学案例

机械原理课程与实践结合紧密，课题组从实践和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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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教法

热点出发，对课程中包含的思政元素和承载的思政功能，进

行充分的挖掘，进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下面结合三个具体

案例来探讨机械原理课程中如何实施课程思政教育。

2.1 绪论思政案例

首先，对机械学科发展历史进行简单介绍，可重点介绍

发展史中世界、中国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他们的发明经

历往往充满了许多生动而有趣的传奇故事，以培养学生学

习本课程的兴趣。其次，简述我国机械行业的发展现状。我

国是制造大国，发电设备、机床、汽车、电子制造等产品产量

居世界前列，但不是制造强国，有些装备的关键元器件仍依

赖进口。向学生介绍“中国制造 2025”和中国的制造强国战

略，推荐学生观看《超级强国》《大国重器》等视频，激发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最后，以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中真实获奖案例“智能停车库”进行讲解，激发学生强烈的

创新意识和勤奋学习探索的决心。

2.2 平面连杆机构思政案例

在讲授平面四杆机构的型式时，举出应用实例，激发学

生观察生活中丰富多样的机械产品的兴趣，增加对机械产

品的认知，为机械设计工作积累经验。讲授急回特性时，以

曲柄摇杆机构为例，得出空回行程速度大于工作行程速度，

可用以提高生产效率，并举例牛头刨床和往复式输送机。引

发学生思考，应如何合理高效地利用时间，不虚度光阴，不

断向自己的梦想靠近。讲授机构的死点时，教育学生要辩证

地看待事物的两面性。在有些机构中，死点位置不利于机构

的运动，并要采取相应措施让其顺利通过。但是在有些机构

中，我们可以利用死点工作，例如飞机起落架、机床夹具等。

这样的教学设计可以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遇到新事物

时，不钻牛角尖，能够全面地看待和分析问题。

2.3 齿轮机构思政案例

本章学习从国徽中的齿轮说起，齿轮代表着工人阶级，

象征着工业，它几乎是所有机械成套装备的传动部件，在工

业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是齿轮产销大国，“中

国制造 2025”明确重点发展超大型、高参数齿轮及高精度齿

轮传动装置，提升学生的知识认同感。要求学习撰写文献综

述，如齿轮在机械行业中的地位、中国齿轮行业的发展等，

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提升专业素养。讲授齿轮的啮合传动

时，将齿轮传动比喻成一个团体。每个齿轮都有凹有凸，运

行的时候能够互相补足，从而产生动力，象征着一个团体要

团结、互相帮助、团队合作。我们不仅要学习齿轮的传动原

理，也要学习齿轮的精神。

3 几点思考

3.1 教师要提高课程思政的教学意识

长期以来，专业教师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教好专业知识，

将思政教育与学科教学区分开来，缺乏课程思政的教学意

识。专业教师要意识到课程思政对于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

及时更新教育观念。

3.2 教师要提升课程思政的应用能力

首先，专业教师要提升自身道德素质、政治修养，积极

寻求多渠道学习思政理论，不断提升挖掘专业课程中思想

政治元素的能力。其次，专业教师要提升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的能力。教师应根据所授课程的教学内容、授课方式以及学

生毕业后从事行业性质的不同，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将思

政元素无形地融入自己的课堂。最后，充分发挥教师团队的

力量，教师之间要充分交流沟通，提炼能被学生接受、能触

动学生内心的素材，并建立思政教育案例库。

3.3 学校要创建学习课程思政的条件

学校、院系要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题培训，帮助专业教师

获取最新的信息、掌握政治动态。学校应多组织教师开展课

程思政经验交流，探索专业课程、通识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

课程在课程思政中同向同行，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让

学生在专业课程中提升政治认知和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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