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焊接生产与工程管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制作人：宋国城

课程名称 焊接生产与工程管理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焊接技术与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三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总学时 32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焊接生产与工程管理》是焊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本课程

主要任务是介绍管理学基础、焊接结构生产基础、焊接结构生产的组织、成本控

制、质量管理与安全管理等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应用管理学基础理

论对焊接工程项目实施成本计划控制、工期管理、质量管理，达到安全生产的要

求，以及如何在设计与工艺上采取合理的措施，保证焊接结构生产的合理性和经

济性。培养学生焊接生产与管理方面的能力，为将来从事焊接生产管理奠定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绿水青山绘锦绣 —— 焊接生态文明生产

2.对应章节：第九章

3.课程讲次：第五次

三、案例教学目标

通过讲述焊接生态文明生产的相关知识，如焊接文明生产，废气污染与控制，

焊接废水处理技术，为学生树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生态文明思

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至关重要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担负

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使命。加强生态环保意识教育，有助于

培养大学生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通过本节课的讲解，

构建教学新体系、开拓教学新境界，为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四、案例主要内容

绿水青山绘锦绣 —— 焊接生态文明生产



随着工农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涌现，将生态文明观

念融入国民文明建设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引

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使其能够自觉形成环保意识的意义十分重大。

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蓝天也是幸福，青山就是美丽，保护生态环

境和发展经济都是为了民生幸福。”总书记高屋建瓴，以发展新阶段人民新期待

为着眼点，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基础。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

源、清洁的土壤等都是与人民群众发展和生存密切相关的环境要素，是事关民生

福祉的重要公共产品。经济的发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达国家老路，更不能

走牺牲环境的生态破坏之路。生态环境美不美，得问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态环境

建设是为民服务的内在要求，更是党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真实写照。着力破解影

响人民群众健康的难题，切实满足对美好环境的需要是为当代人民乃至子孙后代

谋福祉的必由之路。

1、焊接生态文明生产的目标及内容

焊接中使用的能源一半为燃料，引申到中国目前的能源供应现状，目前仍以

煤碳为主，石油次之，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为辅，因此要提倡

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等废气的排放，并大力推广使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

氢能等绿色能源，以解决环境污染的源头问题，同时加紧开发新的绿色能源。

生态文明生产的目标是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短缺资源的高效利用或代用，

二次资源的利用及节能、降耗、节水，实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缓资源的耗竭。

同时减少废物和污染物的生成和排放，促进工业产品的生产、消费过程与环境相

容，以实现降低全部工业活动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

生态文明生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清洁的能源 清洁的能源包括：常规能源的清洁利用，如采用清洁煤技术，

逐步提高液体燃料、天然气的使用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如水力资源的充分

开发和利用。

(2)生态文明的生产过程 对于生产过程来说，生态文明生产要求：尽量少

用或不用有毒有害的原料，在工艺设计中给予充分考虑;消除有毒、有害的中间



产品;减少或消除生产过程的各种危险性因素，如高温、高压、低温、低压、易

燃、易爆、强噪声、强振动等。

(3)生态文明生产的产品 清洁产品应当具有如下特点：能够采用节约原料和

能源的工艺生产，产品中少用昂贵和稀缺原料，尽可能“废物”利用；产品在使

用过程中以及使用后不含有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因素；产品用后易于回收、

复用和再生；原料和产品均合理包装。

为了实现以上三个方面，推行生态文明生产必须实现两个全过程控制：

第一，在宏观层次上组织工业生产的全过程控制，包括资源和地域的评价、

规划、组织、实施、运营管理和效益评价等环节。

第二，在微观层次上完善物料转化生产全过程的控制，包括原料的采集、储

运、预处理；产品的加工、成形、包装和储存等环节。

2、实现焊接生态文明生产的主要途径

（1）合理利用有限的资源

（2）改进生产工艺和设备

（3）组织企业内部的物料循环

（4）改进产品体系

（5）加强全面管理

（6）采用必要的末端处理

3、焊接生态文明生产的评价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分析，生态文明生产评价指标应能覆盖原材料、生产

过程和产品自身的各个主要环节，尤其对生产过程，既要考虑对资源的使用

又要考虑污染物的产生。因此，生态文明生产评价指标包括原材料指标、产

品指标、资源指标和污染物产生指标四大类。

五、案例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教学节段 焊接生态文明生产 教学时长 45 分钟



课程名称 焊接生产与工程管理 课程性质 专业课

所属章节 第九章第一节

授课对象 焊接技术与工程

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

2.掌握焊接生态文明生产的目标及实现的主要途径；

3.理解焊接生态文明的评价体系。

能力目标
1.掌握焊接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2.具备评价焊接生态文明生产具体指标的能力。

素质育人

通过古代炼丹知识的讲述，提出万物化生的理念，这与化学反应

利用各种原材料生产新物质的过程不谋而合；通过瓷器及唐三彩

的讲解，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

动力；而面对中国古代化学没有形成系统学科的局限性，激发学

生努力学习、积极探索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重点·难点

重点：古代化学璀璨文明；瓷器的制作与上色；

难点：干湿法冶炼金属的原理。

三、教学理念与方法策略

为适应现代焊接技术行业的用人需求，课题组结合新工科的建设理念，提

出“三链融合”课程实施方案，构建“知识链”、“工程项目链”和“思政链”

融合的课程体系。

通过教学内容的讲授，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讲授过程中主要采用讲授法，

结合案例分析法，学生分组讨论法等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 PPT 讲解，案例播

放，穿插板书教学，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思政教学效果。适当采用情景



教学法及问答法，达到锻炼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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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学习通授课

1. 引导学生讨论：焊接

生产对环境的危害有哪

些？

2. 引导学生思考：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

3.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学生手机微信扫码进入学

习通，理解了：

1. 生态文明保护的重要

性；

2. 焊接生产过程中的主

要污染物及对环境的危

害；

3.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

律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

觉。

思政：通过

对我们生态

文明建设的

思想介绍以

及焊接生产

过程中产生

的 各 种 废

气、废水、

废料污染的

介绍，达到

引起学生对

焊接文明生

态生产的重

视，形成正

确的生态文

明观念，树

立绿水青山

也是金山银

山的环保观

念。

10

分钟



焊

焊

接

生

态

文

明

生

产

的

目

标

1、焊接生态文明生

产的目标

（1）引导学生思考：文

明生产的目标是什么？

（2）疑问:生态文明生产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3）引导学生分析:发展

经济就一定要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吗？

1.通过学习通发表自己的

观点；

学生想到的答案是：减少

或消除污染物的排放；减

少能源的消耗；生产的产

品可以回收再次利用等。

2.学生讨论：文明生产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

对立又统一；

3.学生意识以牺牲环境换

来的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且对未来造成的危害远大

于一时的经济增长；

5

分

钟



焊

接

生

态

文

明

生

产

的

内

容

2.焊接生态文明生产的

内容

（1）清洁的能源

（2）清洁的生产过程

（3）清洁的产品

4.学生意识到，焊接生态

文明生产时贯穿整个焊接

过程的，要把其看做一个

整体，而不仅仅只是单纯

的考虑生产过程。
10

分

钟



3、实

现

焊

接

生

态

文

明

生

产

的

主

要

途

径

1.引导思考讨论：以焊接

生态文明生产的内容全

盘考虑，如何实现生态文

明生产？

2.介绍实现的具体途径

（1）合理利用有限的资

源

（2）改进生产工艺和设

备

（3）组织企业内部的物

料循环

（4）改进产品体系

（5）加强全面管理

（6）采用必要的末端处

理

1.学生通过焊接生产整体

考虑，提出自己对实现生

态文明生产主要途径的想

法。

通过主要途

径内容的讲

解，加深学

生对人与自

然 和 谐 共

生，尊重自

然、保护自

然、顺应自

然价值观。

10

分钟

焊

接

生

态

文

明

生

1、生态文明生产评价的

重要性

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是衡量区域生态文明水

平、监测生态文明进程、

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方向

与重点的基础。在理论

上，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

1、学生理解并掌握生态文

明生产评价的主要指标

5

分

钟



产

的

评

价

系是生态文明内涵的直

接体现。

2、生态文明生产评价指

标

（1）原材料指标、

（2）产品指标

（3）资源指标

（4）污染物产生指标

总

结

1.回顾本门课程的主要

内容重要知识点，

2.用学习通推出习题，及

时了解学生掌握情况；

1.学生焊接生态文明生产

目标及内容；

2.探讨了文明生产与经济

发展的辩证关系：

3.课后习题，学生的答对

率较高。

使学生理解

文明生产是

可持续发展

的具体体

现，树立环

保意识，促

进国家的生

态文明建

设。

5

分钟

课后知识巩固与拓展

课

后

1.发布生态文明生产的

拓展资料；

2.要求掌握焊接生态文

明生产的实现途径。

1.学生进一步拓展生态文

明建设，开拓眼界；

2.查阅资料，巩固知识。

通过作业拓
展，使学生
进一步加深
对生态文明
生产的理
解。

1

小时

六、教学反思



通过对焊接文明生产相关的内容进行讲解，大部分学生对我国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战略还是具有较高的热情和认同情感，达到了较好的预定教学思政目

标，但依然有以下不足：

(1)部分学生对课程内容参与度较低，只是在教师的引领下学习，缺乏主动

性；

(2)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只能兼顾大多数同学的学习

进度，需要进一步提高教学感染力，保证全体学生的融入和对重点的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