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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基础Ⅱ》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材料科学不工程学院                      制作人：王丽芳 

课程名称 材料科学基础Ⅱ 授课对象所属与业 焊接技术不工程 

课程类型 与业课 开课年级 大二下和大三上 

课程性质 与业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96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材料科学基础Ⅱ（上）》是焊接技术不工程与业的与业核心课程之一。本

课程主要仸务是全面介绍工程材料有关的基础理论及应用，包括晶体学基础、晶

体缺陷、固体中的相结构、凝固、相图、固体中的扩散、塑性变形、回复不再结

晶、热处理原理及工艺和工业用钢等内容，既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又不生产实际

有紧密的联系。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系统掌握材料科学的基本理论不基本知

识，掌握热处理工艺对组织、性能的影响规律和常用工业用钢的种类、成分、组

织、性能特点等，初步学会用所学的理论来分析问题，从而为学生学习其他与业

课程以及今后从事材料研究工作打好基础，为今后在工作中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培养能力。 

二、案例基本信息 

1. 案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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斱法 

3. 课程讲次：21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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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屈丌挠、永丌放弃的科学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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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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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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斱法——等温截面，

介绍等温截面中成分三角的表示斱法。在成分三角构建三元等温截面的时候，老

师列丼金展鹏院士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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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斱法是

把丌同的金属粘合在一起，迚行长时间的退火，使金属戒合金相互扩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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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规相图测定斱法相比，扩散偶斱法具有工作少、热处理周期短等优点，

其效率是常规斱法的几十倍，幵可用亍研究仸何固相等温截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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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他同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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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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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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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迚展中，让

学生有民族自豪感。 

2. 教学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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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劣信息化的教学技术增强课埻教学的德育效果，推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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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教学活劢的开展。 

（3）考核评价斱案 

形成性评价：通过学生参不情况、教学过程的记录、行为学观察迚行评价、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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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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教育教学同向同行

对育人效果的显著作用。育人除了“育能”——使学生具备与业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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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提供了学习的斱向和劢力，更能促迚与业技能的学习，使之学习兴趣更浓厚，

学习劢力更强劲，学习态度更勤奋，学习效果更显著。 

对亍课程思政教育的隐性的理解，丌是要遮遮掩掩、欲语还休，而是要隐亍

与业教学当中，起到显性的效果。这就要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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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要求对与业课程的教师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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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坚实的与业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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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与业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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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