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程材料》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材料学院 制作人：徐明晗

课程名称 机械工程材料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车辆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二

课程性质 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32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机械工程材料》是车辆工程专业的专业课程。该课程从机械工程的应用角

度出发，阐明机械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阐述材料的化学成分、金相组织和力学

性能之间的关系，阐述常用的机械工程材料，特别是常用金属材料的牌号、成分、

组织、性能和应用，重点阐述典型的金属机械零件的生产工艺路线的各个环节。

课程为学生今后在机械设计和制造中合理选材打下基础。通过学习本课程，使学

生获得有关工程结构和机械零件常用的金属材料的基本理论和性能特点，并使其

初步具备合理选择与使用材料、正确制定零件的冷热加工工艺路线的能力。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古代淬火工艺----中华文明之火

2.对应章节：第六章 钢的热处理

3.课程讲次：8

三、案例教学目标

1.了解钢的淬火介质。

2.掌握钢的淬火工艺。

3. 对中华上下 2000 多年对淬火工艺的应用和促进，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和专业认同感。



四、案例主要内容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教学手段在不断更新，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

学习方式等学情也在变化。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也逐步从

“以教师讲授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习为中心”转变，通过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

结合、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并行、理论教学与工程实践融合等方法，逐步提升本

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在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和练就专业技能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意识；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学

会用辨证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树立工匠意

识，练就工匠精神。从古代宝剑如何开锋引入淬火工艺。而后从古代对淬火的描

述中，体会古代人已掌握的淬火工艺，从而引出课程钢的淬火。

通过材料领域的经典人物事迹、热处理工艺对性能的改善、组织与性能的关

系等知识中解读精益求精的内涵，打造持之以恒的品格，传承工匠精神。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思政融入点：

淬火在古代的应用：如宝剑等工具上的应用，以及各种史书的记载。融入专

业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教育。

2、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从宝剑淬火出发，讲解古代淬火工艺的应用，以及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等。

突出中华人民的智慧。

知识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天然蕴涵

着不断发展变化的价值信仰体系、科学认知体系和审美艺术体系。本课程以专业

知识内生价值元素为导向，先挖掘专业知识点内生的价值元素，再外化嫁接思政

素材，使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自然融合，而不是机械式植入，从而达到隐性思政，

沁润式育人的教学效果。以热处理改性教学项目中锉刀的热处理工艺为例，以锉

刀的使用和制造两条线索开展课程思政。具体思政案例如下图所示。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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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尽量使本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融入课程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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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能实现最初设想的思政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