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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一）

1. 案例名称 死点位置的利与弊

2. 结合知识点 死点位置的工程应用

3. 案例意义

通过分析死点位置的本质、利弊，列举死点位置的工程应用案例，

培养学生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培养学生运用专业

知识在工程实践中合理应用的创新意识。

4. 案例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本节课采用了问题引导、直观教学、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引

导学生在观察模型、作图分析中识别机构的死点位置。

课堂上教师以总结对比方式融入思政案例，讲解工程上如何利用

死点位置的利弊来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辩证思维，

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中的一些挫折。

（2）教学实施

知识点精讲：传动角的含义

①机构压力角与传动角的含义

②机构最小传动角的位置

③死点位置的本质

④利用死点位置的工程案例

提出问题：机构传力性能的好坏用什么参数来衡量？死点位置的

利弊如何在工程上进行利用？

思政案例导入：对传动机构而言，死点位置是不利的，我们要设

计结构让其顺利通过死点位置。引出辩证法，将死点位置应用在工程



2

实际中。思维方式的转换，从不能动到不需要动的应用。飞机起落架

利用了死点位置工作，我国 C919 飞机起落架实现国产化。并由飞机

起落架事故引发的飞机事故，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和使

命担当。

价值观引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看待事物要有辩证的思维方

式。在学习工作以及专业知识的利用与创新时，我们要用发展联系的

观点来分析问题，转换思路，或许就会柳暗花明。

学生讨论：有人质疑 C919 的“国产货”，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分

析 C919 研发的艰辛，认清中国大飞机制造的基本国情，实现超越就

要借助其他国家的优势，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实

现所有核心部件的国产化。要求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提高思辨能力。

给 C919 更多的时间和宽容，它终将成为我们的骄傲。

课后拓展：以小组为单位，利用死点位置设计简单机构，比如折

叠桌、折叠椅、晾衣架等，完成建模和仿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文

献检索能力，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

5. 教学反思

本次教学通过课件演示、模型体验，案例分析、点评总结等教学

方法，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并通过学生课堂发言、小组作业等形式

对思政教学效果进行多元评价。

通过列举死点位置的克服和利用工程实例，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

识在工程实践中合理应用的创新意识。通过死点位置利用的典型案例

飞机起落架，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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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二）

1. 案例名称 中国古代计程车揭秘

2. 结合知识点 定轴轮系传动比计算

3. 案例意义

以中国古代计程车——计里鼓车为例，讲解定轴轮系传动比计算

方法，引导学生感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了解我国机械

发明史上的辉煌成就，坚定文化自信、专业自信，树立机械发展伟大

复兴的职业理想。

4. 案例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采用任务驱动讲练结合学习。教师先讲解基本方法，给小组布置

不同习题，让学生分组解答后，再为全班同学讲解。

课堂上教师以案例讲解融入思政案例，讲解 “计里鼓车”的智

慧和伟大成就；师生共同讨论分析古代计里鼓车应用时存在的问题及

后续的发展，当今我们如何实现技术的传承与创新，为建设创新强国

贡献力量。

（2）教学实施

知识点精讲：定轴轮系传动比计算

①定轴轮系的特点

②定轴轮系传动比大小计算

③定轴轮系从动轮转向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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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从动轮齿数的乘积

所有主动轮齿数的乘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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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延伸：定轴轮系的分类、定轴轮系的应用。

提出问题： 由于结构的影响，一对齿轮传动比大小受到限制，

如何实现大传动比的传动呢？

思政案例导入：

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机械发明上有许多

辉煌的成就。单就齿轮传动方面来说,根据历史记载,远在一千八百多

年前东汉时期的张衡就发明了以齿轮传动著称的记里鼓车。它是有史

以来首先应用齿轮传动的典范，促进了后世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揭

开了世界齿轮机械发明史上光辉的一页。

价值观引领：从中国古代机械发明创造中坚定中国文化自信，弘

扬科技创新思维，提升民族自豪感，解读辉煌的过去，立足现实，引

导学生为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而努力。

学生讨论：引导学生讨论分析古代计里鼓车应用时存在的问题及

后续的发展，当今我们如何实现技术的传承与创新，为建设创新强国

贡献力量，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理想。

课后拓展：每个小组将根据自己小组传动比设计的轮系，利用三

维绘图软件进行建模仿真。我国古代的指南车也利用了轮系结构，请

同学们查找资料，分析其工作原理，随机抽取小组下次课进行讲解。

5. 教学反思

教师通过 PPT 讲解、课堂发言、小组课堂练习、小组作业讲解等

形式对思政教学效果进行多元评价。

学生在分析中国古代机械发明创造的案例过程中，坚定中国文化

自信，弘扬科技创新思维，提升民族自豪感，解读辉煌的过去，立足

现实，树立机械发展伟大复兴的职业理想。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培养了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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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三）

1. 案例名称 风力发电机叶片转动的秘密

2. 结合知识点 行星轮系传动比计算

3. 案例意义

以大国重器风力发电机中增速器为例分析行星轮系传动比计算，

在实践案例中明确理解机械行业的需求，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碳中和”“碳达峰”国家战略目标进行思考，了

解当前国家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的新时代能源电力战

略布局，增强对国家的自豪感，提升对社会的责任感。

4. 案例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教师提前布置学习任务，让学生分组查阅风力发电机的资料，了

解风力发电机的增速原理。

课堂上教师以应用实例风力发电机融入思政案例，讲解大国重器

风力发电机，是“双碳”背景下新能源发展主要战略方向，促进学生

对该课程价值的认同，激发学生对机械设计的热情，促进学生“乐学”。

采用教学模式：实践工程问题（加速器）➔特征总结（翻转课堂）➔

原理探索（推导）➔举一反三案例（减速器）➔行业瓶颈反思。让知

识点来源于应用、落地于应用，着重于过程性评价，培养学生探索与

创新的能力。

（2）教学实施

知识点精讲：行星轮系传动比计算

①行星轮系与定轴轮系的区别与联系

②行星轮系传动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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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行星轮系从动轮转动方向的判定

知识点延伸：行星轮系的运动特性、“反转法”、行星轮系减速器。

提出问题：风力发电机叶片转的如此之慢，能发多少电？一个人

如何徒手提起 2 吨重物？

思政案例导入：风力发电机叶片转的如此之慢，是不是一天也发

不了几度电，如果在风力发电中直接将叶片接到发电机中，是否合适，

能否实现现实中一台发电机一整天的发电量就可以供数百户家庭一

个月的用电量？

风力发电机中的结构布置，叶片先经过增速箱再接到发电机中，

增速箱中由多组行星轮系构成。

大国重器风力发电机，是“双碳”背景下新能源发展主要战略方

向。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

既是中国向世界的一个庄严承诺，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现

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从我国来看，服务保障“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调整产业布局和能源结构

需要加快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提升发展质量，彰显大国责任，

保护生态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推动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

价值观引领：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国家对低碳绿色能源的战略需求，树立为实现“碳中和”“碳达峰”

战略目标而学习的积极态度。

学生讨论：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讨论国家“碳中和”“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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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峰”的战略目标。讨论双碳目标下，我们机械行业的发展需求，以

及我们每个人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探讨行星轮系在风力发电机中应

用时可能存在的弱点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案。课堂上不能完成的，在学

习通专题讨论区发言。

课后拓展：观看手动葫芦徒手提起 2 吨重物的视频？通过查阅资

料，以小组为单位，分析设计其内部轮系结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激发探索欲望。

5. 教学反思

教师通过检查学生查阅资料情况、课堂发言、学习通讨论发言、

小组作业等形式对思政教学效果进行多元评价。

通过该案例使学生将所学的书本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巩固了专业

基础知识，引领学生感悟大国重器的独特魅力，机械行业发展与国家

战略的紧密关系。通过开放探索式教学，让学生联想、领悟课堂所学

知识与先进工业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所学所思渐悟未来的践行道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