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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作人：杜大明 

课程名称 材料科学基础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金属材料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二下和大三上 

课程性质 专业课 课程总学时 96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材料科学基础》是材料大类专业重要的学科基础课之一，要求系统、全面

地学习材料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共性规律，即材料的组成-制备与处理工艺-

组织结构-性能之间相互关系。使学生掌握材料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的实验技

能，理解把握材料的共性规律，熟悉材料的组成-制备与处理工艺-组织结构-性

能之间相互关系及其理论；通过理论教学和实验训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基本思维能力及探索新知识的能力，并为后续学习各种材料科学、材料工

程、材料工艺等课程打下必需的理论基础。结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思想

政治教育，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激情与动力，让学生认识到制造高性能材料对国家

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增强学生“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科技兴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二、案例基本信息 

1. 案例名称： 

“师昌绪：从“材料人”到战略科学家”——绪论 

2. 对应章节： 

绪论 

3. 课程讲次：1 

三、案例教学目标 

在学习《材料科学基础》绪论的同时，引导学生体会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新

中国建立初期放弃国外优渥待遇，冲破一切阻挠回国，参加了新中国建设工作，

几十年如一日的实干精神，引导学生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和爱国精神，增强学

生“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科技兴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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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主要内容 

讲授《材料科学基础》课程主要内容，引出材料研究的主线：成分-工艺-

组织-性能，介绍材料四面体（组成与结构、合成与生产过程、性质以及使用性

能称之为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四个基本要素，把四个要素联结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

四面体。材料的四要素反映了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的共性问题，其中合成和加工、

使用性能是两个普遍的关键要素，这是在这四个要素上，各种材料相互借鉴、相

互补充、相互渗透）。 

在讲解材料四面体的时候，老师讲述师昌绪院士的事迹。 

 

师昌绪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后留学美国欧特丹大学，之后放弃优渥待遇，

冲破一切阻挠回国，参加了新中国建设工作。师昌绪是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战

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曾荣获 2010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1955 年，师昌绪放弃美国优厚的工作和生活待遇，冲破重重阻挠返回

祖国，分配到中科院金属所工作，从事合金钢与高温合金研究与开发，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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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合金开拓者之一。1964 年，师昌绪临危受命，领导开发中国第一代空心气

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开发这一关键

材料技术的国家。作为战略科学家，师昌绪倡导并参与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建立,

多次主持全国材料领域发展规划。2014 年 11 月 10 日，师昌绪走完了人生最后

一程，享年 96岁。 

八载隔洋同对月，一心挫霸誓归国。归来是他的梦，盈满对祖国的情。有胆

识，敢担当，空心涡轮叶片，是他送给祖国的翅膀。两院元勋，三世书香。一介

书生，国之栋梁。他是金属学及材料科学家、“两院”院士，曾荣获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他是师昌绪。这是感动中国 2014 年度人物对师昌绪院士的颁奖词。 

五、案例教学设计 

1. 案例的引出 

通过播放感动中国 2014 年度颁奖视频，把学生带入新中国建设的历史长河

中，增强学生“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科技兴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教学方法 

（1）教学形式选择 

视频导入、启发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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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学反思 

专业课除了使学生具备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课程思政不是一门具体的课

程，是把思政教育的功能贯穿到所有的课程教学活动中，实现专业课的知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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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既教书又育人，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教育。课程思政是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一种载体，教师在传授课程知

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德育元素转化为内在德行，转化为自己精神系

统的组成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素质和能力，用来认识和改变世界，提高参加

社会实践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