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成型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作人：方志刚

课程名称 材料成型原理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程 开课年级 大二年级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32

一、课程简介

《材料成型原理》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旨在阐明

液态成形（铸造）、塑性成形（锻造）、连接成型（焊接）等材料成形技术中共

同的基本规律及物理现象。本课程以金属学为基础，有机融合铸造、焊接、锻压

等专业基础理论，着重阐述材料在成型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和规律；解释材料成型

过程中影响材质和制品性能的因素及缺陷形成的机理。课程以阐述微观机理为主，

将微观机理与宏观规律相结合，同时培养学生一定的分析技能，分析材料成型过

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为今后学生从事材料加工工程方面的科研和工业生产技术

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以史为鉴—让材料成形制造的力量薪火相承—绪论

2.对应章节：绪论

3.课程讲次：第一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了解铸造、锻造、焊接的相关历史与发展，建立对专业知识的认知和兴趣，

热爱专业并愿意为专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熟悉专业的相关历史

与发展方向，能够意识到材料成形技术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具备浓厚的专业知

识认知和学习兴趣，立志继承并投身于专业事业的发展，为我国材料成形行业的

发展与技术进步贡献自己力量。

四、案例主要内容



根据本课程对应的教材《材料成形原理》的内容特点，可以将思政元素的挖

掘方向，分为“古人智慧”、“大国脊梁”、“当代制造”三大方向。“古人智

慧”这一方向，是指在介绍各种成形工艺时，充分挖掘该工艺从古至今的发展历

史，或是使用这种工艺制作的传世奇作等等。“大国脊梁”这一方向，是指在面

对各个章节时，可以找出该成形工艺领域的大国工匠，介绍其人生经历和贡献，

引导学生学习他们身上的工匠精神与美好品质。“当代制造”这一方向，是指在

讲解各个章节时，可以引入该领域中一些中国当代制造的优秀例子，让学生感受

到中国制造的力量，培养专业认同感，并激励学生们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五、案例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教学节段 材料成形原理的研究及发展 教学时长 45 分钟

课程名称 材料成形原理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所属章节 绪论

授课对象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材料成形的重要意义；

2.掌握材料成形的主要方法；

3.理解材料成形原理的研究对象及发展概况；

能力目标
1.具有对材料成形与制造业之间关系理性认识的能力；

2.具有区分材料成形主要方法的能力。

素质育人

了解铸造、锻造、焊接的相关历史与发展，建立对专业知识的认知和兴趣，

热爱专业并愿意为专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熟悉专业的相

关历史与发展方向，能够意识到材料成形技术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具备

浓厚的专业知识认知和学习兴趣，立志继承并投身于专业事业的发展，为

我国材料成形行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贡献自己力量。



二、重点·难点

重点：材料成形的概念；材料成形的意义；

难点：材料成形主要方法的内涵及区别。

三、教学理念与方法策略

课程的第一堂课要使学生对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用途、重要性有一个感

性的认识。授课过程中采用引导启发式融入课程思政，坚持价值塑造、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培养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四、教学实施过程

环

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时间

分配教师 学生

课中

引

入

课

堂

主

题

1.引导学生思考：制造业

是如何支撑物质文明

的？

2.引导学生思考：制造产

品的手段方法有哪些？

理解了：

1. 物质文明是由制造业

支撑的；

课程的第一

堂课使学生

对这门课程

的 主 要 内

容、用途、

重要性有一

个感性的认

识；

使学生意识

到制造业是

支撑物质文

明的基础，

没 有 制 造

业，就没有

物质文明，

制造业的重

15

分钟



3.引导学生思考：机械制

造和材料成形是什么关

系？

2. 制造产品有机械制造

和材料成形两大类别；

3.机械制造和材料成形分

别属于冷加工和热加工，

是制造业的两条腿，密不

可分，是大国脊梁；

要性不言而

喻，课程跟

制造业有关

系，很强！

融

入

历

史

传

承

和

文

化

自

信

材料成形经历了漫长的

发展，中国在古代在材料

成形领域，尤其是铸造方

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

就，举世瞩目。通过播放

视频图片资料，吸引学生

注意力，激发学生兴趣。

通过中国古代铸锻焊方

法技术的介绍，让学生了

解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

发展、古代铸造代表作、

古代铸造方法等。

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

发展、古代铸造代表作、

古代铸造方法等，展开讨

论，发表看法建议。

课程思政

融入：了解

中国古代青

铜器铸造发

展、古代铸

造代表作、

古代铸造方

法等，感受

先人智慧，

以史为鉴，

提高学习专

业知识的兴

趣，培养民

族自豪感。

5

分钟



材

料

成

形

原

理

的

研

究

对

象

及

其

发

展

概

况

1. 凝固成形的研究对象

及其发展

2. 塑性成形的研究内容

及其发展

3.连接成形的研究内容

及其发展

1.学生理解凝固成形的研

究对象及其发展：

⑴凝固组织的形成控制；

⑵零件成形缺陷的防止与

控制；

⑶液态精密成形

(4)凝固理论的发展、凝固

技术的发展

2.学生理解塑性成形的研

究对象及其发展：

⑴塑性变形内应力场、应

变场的确定；

⑵材料对塑性变形的适应能

力-塑性；

⑶精密塑性成形

(4) 体积成形技术发展、

板料成形技术的发展

3.学生理解连接成形的研

究对象及其发展：

⑴焊接接头组织性能及其

不均匀性；

⑵焊接残余应力和变形；

⑶焊接能量的输入

(5) 焊接结构的发展、焊

接结构材料及焊接工艺的

发展

通过对现代

成型理论的

讲解，帮助学

生理解现代

成型技术领

域的发展以

及科学研究

与创新的重

要性。

25

分钟



课后知识巩固与拓展

课

后

1. 发布材料成形 拓展

资料；

2.要求指出材料成形方

法的特点及区别。

1. 学生进一步拓展学习

材料成形；

2.查阅资料，指出材料成

形方法的特点及区别。

通过作业拓
展材料成形
概念，为下
一步的材料
成形理论的
学习打基
础；
学生进一步
加深对材料
成形的理
解。

1

小时

六、教学反思

本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开发，是基于教材《材料成形原理》这本教材展开的。

在对教材进行了深入的研读、搜集文献后，根据课本各章节的内容与思政教学的

需要，确定了思政元素挖掘的三大方向：“古人智慧”、“大国脊梁”、“当 代

制造”，所有思政元素的挖掘都将围绕这三大方向进行，并与课本的内容进行比

对，寻找最合适的对应章节和切入点。

未来，对于工科类课程的教学，应该继续积极地进行新工科教育教学过程中

的文化传承研究，在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也应当避免“只教书， 不

育人”这种错误的教学情形的发生，要深入挖掘工科专业课程教育中的工业文化

要素。在开展专业课程理论教学的同时，挖掘思政元素，进行思想教育，培养适

应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培养拥有健康人生观与职业观、拥有一丝不苟、 勇攀高

峰的工匠精神、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的的高等制造工程技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