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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Ⅱ》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任课教师或教师团队简介： 

本教学团队负责人：王丽芳；团队成员：张德勤、陈胜才、李养良、孙国栋、

杜大明、李萌。该团队既有数十载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也有年富力强的教师。

其中教授 3人，副教授 3人，博士 3人。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材料科学基础Ⅱ》 

课程类型 ○综合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实践类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学    时 96 

学    分 6 

教学方式 ○线下      ○线上      ●线上线下混合式 
 

二、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与目标 

《材料科学基础Ⅱ》是面向我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和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

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学生深造报考硕士、博士的必试课，是一门

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课程。结合我校办学定位及培养具有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

意识，并兼具家国情怀、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的要求，

本课程逐步形成并坚持的教学理念是：夯实基础理论，强化工程应用，反映学科

前沿；创新教学模式，突出能力导向，实现多元考核。课程目标体现在知识、能

力与思政三个层面，具体如下： 

知识目标：系统掌握材料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金属及合金的成

分、工艺、组织与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规律；掌握钢材在实际加热和冷却

时内部组织的变化及其对钢材性能的影响；掌握各种热处理方法的目的、工艺和

应用；并了解相应的学科前沿知识。 

能力目标：具备结合工程实践，应用相关材料科学理论与知识，提出金属材

料生产制造和使用过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能够运用材料科学原理，

通过文献研究或相关方法，对解决方案进行分析与评价的能力。 

思政目标：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具有创新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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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作风，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三、课程思政元素与融入点 

章节 专业知识点 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与方式 

5.1 
三元合金相

图 
“中国的霍金” 视频导入、启发 

8.1和

8.2 
扩散定律 

近朱者赤、近墨

者黑 

图片展示、生活案例、小故事+拟人比喻+

启发 

 

四、（2个以上，需配图，撰写标准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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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1： 

(一)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命名 

“中国的霍金”——三元合金相图 

2.对应章节 

第五章 三元合金相图 

第一节 三元合金相图的表示方法 

 

（二）案例教学目标 

在学习三元相图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体会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新中国建立

初期艰苦奋斗、不屈不挠、永不放弃的科学精神，加深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

认识，引导学生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和大国重器的担当精神。 

（三）案例主要内容 

讲授三元相图的基本知识，介绍三元相图的特殊表达方法——等温截面，介

绍等温截面中成分三角的表示方法。在成分三角构建三元等温截面的时候，老师

列举金展鹏院士的事迹。 

 

金展鹏首创了在一个试样上研究三元相图整个等温截面的“三元扩散偶——

电子探针微区成分分析法”。国际上后来把它称为金氏相图测定法。该方法是把

不同的金属粘合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退火，使金属或合金相互扩散，在扩散组

织之间达到局部平衡，然后用电子探针微区成分分析测定淬火后扩散偶试样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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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两侧的成分，就可得到一系列二元结线，依次连接的端点，从而得到整个相图。

与常规相图测定方法相比，扩散偶方法具有工作少、热处理周期短等优点，其效

率是常规方法的几十倍，并可用于研究任何固相等温截面。在实测高熔点金属相

图时更为优越；如当时西德的一名教授与他同时研究 W-Fe-Ni 相图，该教授构

筑一个截面用了 52 个试样，而金展鹏只用了 1 个试样，这也是国际相图界有名

的“1:52”。 

 

病床上的金教授 

这一研究工作得到包括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LNL）、橡树

岭国家实验室（ORNL）、加州大学、俄国科学院、莫斯科大学、英国皇家学会

等国际同行的广泛采用。从而告诉同学们：相图测定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在国际

相图界的地位，从而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四）案例教学设计 

1.案例的引出 

通过播放金展鹏院士的采访视频，把学生带入新中国相图研究的进展中，让

学生有民族自豪感。 

2.教学方法 

（1）教学形式选择 

视频导入（多媒体试听导入法）、启发式教学 

（2）现代信息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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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信息化的教学技术增强课堂教学的德育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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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生参与情况、教学过程的记录、行为学观察进行评价、

反馈。 

（五）教学反思 

在课程思政开展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与教育教学同向同行

对育人效果的显著作用。育人除了“育能”——使学生具备专业技能，更重要的

是“育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相较而言，前者是显性的，后者是隐性的。教学实践表明，后者为前者

提供了学习的方向和动力，更能促进专业技能的学习，使之学习兴趣更浓厚，学

习动力更强劲，学习态度更勤奋，学习效果更显著。 

对于课程思政教育的隐性的理解，不是要遮遮掩掩、欲语还休，而是要隐于

专业教学当中，起到显性的效果。这就要求专业课程既要有明确的思政教学目标，

又要讲究思政元素融入的自然性和艺术性。这个要求对专业课程的教师来说，难

度还是比较大的。既要有过硬的教学基本功，更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既要

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又要涉猎广域的人文社科、哲学、时事政治等素材。因此，

教师自身要加强学习，除了专业提升，也要注重综合素养提升。在组建课程团队

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成员的学科背景的互补，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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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2： 

(一)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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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例教学目标 

1.引导学生热爱生活，保护环境的理念。 

2.培养学生勇于创新，增强科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鼓励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传播社会正能量。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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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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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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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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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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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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的金属离子迁移速率不同，在两种金属接触面间就会形成

空穴，造成缺陷，信号传递不顺畅，应用性能就会下降。如何减缓或有效避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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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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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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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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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扩散相关的实例，引起学生共鸣； 

（2）讲故事的形式（从中发掘价值观）从个人经历讲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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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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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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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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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启发拓展与基础巩固相结合，对于基础知识进行拓展和启发。通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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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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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的德育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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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生参与情况、教学过程的记录、行为学观察进行评价、

反馈。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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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突兀、不刻意，

实现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的同向同行，使得课堂真正成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