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成型工艺》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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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名称 材料成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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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年级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32 

 

一、课程简介 

《材料成型工艺》是材料成型与控制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它以《材

料科学基础》和《材料成型原理》为基础，有机涵盖了铸造、锻压、焊接、表面

强化及改性等材料成型技术的基础知识，涉及工程材料热加工工艺的各个方面。

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可了解和掌握材料成型加工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为后

续课程的学习及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教学方式以课埻讲授为主，

多媒体辅助教学。由亍本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均较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基

础理论与生产实例的有机结合，采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埻通过讲解实例，加强对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的理解；

课后通过作业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发散思维、劫志创新——金属焊接成型的主要工艺 

 2.对应章节：第十章第一、二、三节 

3.课程讲次：第十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教育学生在学习或工作中要发散思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创造性地

发挥自己聪明才智，以获得最为精确的结果。 

四、案例主要内容 



“电弧导电”当作是思政育人的元素，为学生全面讲解“自力更生与艰苦奋

斗”的相关精神，一方面指导学生深入了解到幸福生活是通过努力奋斗而得来。

另一方面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教学环境及资源准备 

采用多媒体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并配合板书的授课方式。准备好教材、教学大

纲、授课计划和教案。采用的教材是：材料成型工艺（第二版），夏巨谌、张启

勋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1。 

2、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及 

资源准备 

一、开始上课 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 
停止说话，准备

上课 

用洪亮的声音

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让学生

尽快进入上课

状态 

二、导入新课 

（15分钟） 

1、 提问：我国材料成型工艺发展状况？ 

材料成型工艺，尤其是铸造和锻造，我

国是应用最早的国家之一。 

学生思考，积极

回应 

 
以提问的方式

来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导入

新课，激发学

生对新课的好

奇心。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

趣，主动参与

到学习中来。 

2、 提问，学生思考：电弧导电的原理

是什么？ 

电弧导电是一种气体放电现象，当

电流通过绝缘介质（如空气时），会产生

电弧。 

学生认真听讲、 

作答，并积极回

应老师 

 

3、提问：材料成型工艺的作用和地位。 

  同学们根据自己的认识来表述，留下

悬念，指出本节课的内容就是带领大家

去学习、理解金属焊接成型的主要工艺。 

学生举手回答

问题，老师给予

点评。 



三、新课讲授 

（60分钟） 

第一节 电弧焊 

1、焊接电弧的物理基础 

(1)电弧的导电特性 

(2)焊接电弧的构成及其特性 

(3)焊接电弧中的能量平衡 

 

2、埋弧焊 

（1）埋弧焊的特点、应用。 

（2）埋弧焊的焊剂、焊丝及其选配。 

（3）埋弧焊过程调节及焊接设备 

（4）埋弧焊工艺及技术 

 

3、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 

（1）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原理和特

征。 

（2）熔化极氩弧焊工艺。 

（3）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4）熔化极混合气体保护焊。 

 

 

4、不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 

（本节将进行课程思政内容教育） 

采取事件导入的方法： 

多媒体播放一个不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

焊案例。 

提问：中国对于该工艺的历史发展历

程？ 

提问：为什么之后 20世纪初不是我国最

早用电弧焊？ 

将中国不熔化极气体保护焊经历的从传

统焊接技术到现代焊接技术的转变当作

思政育人的元素，进行相关教育如下： 

一方面，铸焊、锻焊和钎焊中国自

古以来就领先于世界，直到 20世纪则开

始落后于世界。因此给我们如下启发：

即幸福生活是通过努力奋斗而得来，不

是等靠要就能获得的，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不努力就要落后。 

另一方面说明我们要尊重自然规

律，按科学要求办事，不要一味蛮干，

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

性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积极利用现有

条件，发散思维，实现创新。 

 

学生认真听讲

并思考； 

 

 

 

 

学生认真记忆

并理解 

 

 

 

 

学生认真记忆

并理解 

 

 

 

 

 

 

 

 

学生查阅资料，

回答问题。 

认真听取老师

关于课程思政

的相关讲述，从

思想上认同。 

 

 

 

 

 

 

 

 

 

 

 

 

 

 

 

 

 

在 教学 过程

中，自然地引

入思政教育元

素。以学生为

主题，以前学

过的知识都让

学 生自 行回

答，巩固旧知，

引入新知，学

生积极配合，

用 自制 的教

具，直观的展

示 在学 生面

前，让学生更

容易接受抽象

图形的特点，

提 高学 习效

果。对学生的

正确回给予表

扬，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做

课后习题，及

时巩固新知，

让学生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

际中。 



第二节 电阻焊 

1、电阻焊过程原理及特点。 

（1）电阻焊过程原理。 

（2）电阻焊热源特点。 

2、点焊 

（1）点焊的基本特点。 

（2）焊接循环。 

（3）点焊焊接参数及相互关系。 

3、闪光对焊 

（1）闪光对焊的过程分析。 

 

 

第三节 钎焊 

（1）钎焊过程原理及特征 

（2）钎焊材料 

（3）钎焊方法在工业中的应用 

 

 

 

 

 

 

 

 

允许学生提问：

还有哪些形式

的电阻焊？ 

 

 

 

学生认真记忆

并理解 

 

 



四、巩固新课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10分钟） 

 焊接电弧的导电特点及主要物理过程

是什么？焊接电弧各区的产热机理是什

么？哪些因素影响阴极和阳极热量？ 

 

课件中布置课后作业。 

学生积极配合，

认真标记作业

题目 

对本课的总结

可以及时的帮

助学生对主要

讲授内容进行

梳理，对学生

的学习起巩固

的作用。 

布 置课 后作

业，加强训练，

加深本课学习

的知识印象，

有利于提高学

生把学到的知

识运用到实际

解题中的能力 

五、思政教学效

果调查 

（5分钟） 

在学习通上发布提问：通过本次课程，

同学们在思想上还有哪些启发？ 

学生在学习通

上回答问题 

启发学生，思

想升华。 



3、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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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反思 

通过本案例教学，增强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同学们科学报国的热情，

学生的课埻参与度和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普遍得以提高。但是案例教学内容的引

入稍显突兀，还需进一步改进。 

 

复习知识点 

组织课堂 

  问答法 事件式导入 

讲解新课 

  讲授法   演示法 

  本堂小结 

  布置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