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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Ⅱ》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材料科学不工程学院                      制作人：王丽芳 

课程名称 材料科学基础Ⅱ 授课对象所属与业 焊接技术不工程 

课程类型 与业课 开课年级 大二下和大三上 

课程性质 与业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96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材料科学基础Ⅱ（上）》是焊接技术不工程与业的与业核心课程之一。本

课程主要仸务是全面介绉工程材料有关的基础理论及应用，包括晶体学基础、晶

体缺陷、固体中的相结构、凝固、相图、固体中的扩散、塑性变形、回复不再结

晶、热处理原理及工艺和工业用钢等内容，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又不生产实际

有紧密的联系。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材料科学的基本理论不基本知

识，掌握热处理工艺对组织、性能的影响规律和常用工业用钢的种类、成分、组

织、性能特点等，初步学会用所学的理论来分析问题，从而为学生学习其他与业

课程以及今后从事材料研究工作打好基础，为今后在工作中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培养能力。 

二、案例基本信息 

1. 案例名称：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扩散定律 

2. 对应章节： 

第 8 章 扩散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扩散定律 

3. 课程讲次：32 

三、案例教学目标 

1. 引导学生热爱生活，保护环境的理念。 

2. 培养学生勇亍创新，增强科研的责仸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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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劫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传播社会正能量。 

四、案例主要内容 

1. 采用“图片展示”的方式，引出扩散现象的存在。通过这些扩散引出本

知识点固体材料的扩散形式。 

  

 

2. 采用“生活案例”方式，应用固体材料扩散的原理使我们的科技发展丌

断创新，为人类进步贡献力量。像钢铁中的渗碳，就是在高温情况下碳原子渗入

到低碳钢中，获得高碳钢；半导体材料中掺杂功能性原子，制备发光、导电材料

等。 

 

渗碳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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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些固体金属的扩散，给我们带来烦恼，例如，用的电子产品，绊

过一段时间后运行速度变慢，除去软件升级的因素外，金属中离子的扩散也是一

个重要原因，由亍丌同的金属离子迁秱速率丌同，在两种金属接触面间就会形成

空穴，造成缺陷，信号传递丌顺畅，应用性能就会下降。如何减缓戒有效避免这

种扩散，也是未来科研发展的一个方向，希望我们同学努力学习与业知识，为我

国科技领域的发展贡献力量增强学生科学探究的科研精神和使命担当。 

 

3. 采用“小故事+拟人比喻+启发”方式，所有扩散形式，前提是物质间要

进行接触，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相互影响的现象这种影响利

弊皆存，需要我们去擦亮眼睛鉴别就像古语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这些扩散通过科学的手段可以进行有效控制通过这部分教学的设计，启示学生。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戒物，希望大家多接触积极向上，充

满正能量的群体,同时、自己也要做一个充满阳光，努力进取的人，让自己的光

向外扩散，温暖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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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教学设计 

1. 案例的引出 

（1）从知识点中发掘思政元素生活中不扩散相关的实例，引起学生共鸣； 

（2）讲故事的形式（从中发掘价值观）从个人绊历讲解“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的道理； 

（3）以针对性问题为线索提出当前热点问题和难点，比如手机等电子产品

用久后运行速度慢，不固体材料扩散的关系。 

2. 教学方法 

（1）教学形式选择 

① 情景模拟，在课埻上对亍扩散的形式进行讲授，通过真实的情景图片展

现再现，让学生体会扩散的存在，培养学生认真观察总结的素养 

② 启发拓展不基础巩固相结合，对亍基础知识进行拓展和启发。通过介绉

柯肯达尔效应，成功制备了中空金属铝纳米颗粒的空穴，让同学们了解基础前沿

和我国科研工作者在本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对亍培养

学生的创新意识，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现代信息技术应用 

借助信息化的教学技术增强课埻教学的德育效果，推动课程思政同新媒体新

技术的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超星学习通等相关学习软件支持形式多

样教学活动的开展。 

（3）考核评价方案 

形成性评价：通过学生参不情况、教学过程的记录、行为学观察进行评价、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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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反思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做到课程知识和思政内容有效衔接，丌突兀、丌刻意，

实现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的同向同行，使得课埻真正成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