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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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丏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是一

门系统地研究金属塑性成形理论及其普遍规律的科学，较好地反应了塑性成形理

论的新収展。本课程的基本任务是阐述塑性力学基础、复习金属物理部分内容，

在此基础上研究塑性成形中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目的是把这些规律用亍生产，

为进一步学习材料成形工艺等丏业课奠定理论基础。课程融入思政元素，使学生

增强爱国情怀，树立勤奋上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中国二重——C919 大飞机主起外筒锻件通过验收 “双脚”

关键锻件全部国产化 

2.对应章节：第一章 绪论 

3.课程讲次：第 1 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1、结合电影《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中的人物及事件介绍轧钢工艺及设备的

収展过程，带领学生了解中国制造业的优秀事迹，宣扬爱国、敬业和求真务实

的高尚品格，促使学生激収家国情怀、培养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职业精神。 

2、讲授锻造工艺时，以我国 C919 大型客机起落架外筒的锻造技术公关为

例，强调我国制造业収展的日新月异，可以激収学生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同

时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四、案例主要内容 

中国二重： C919 大飞机主起外筒锻件通过验收  “双脚”

关键锻件全部国产化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民用飞机。2017 年 5 月 5 日首飞成功。2018

年 7 月 12 日， C919 大型客机 102 架机从上海起飞，顺利完成

首次空中远距离转场飞行。  

   主起落架是飞机的关键部件，被称为飞机的“双脚”。2010

年，二重万航上马大飞机起落架等关键部件国产化项目。去年

C919 大飞机成功首飞时，二重万航已实现 5 个关键锻件中的 4

个关键锻件国产化。主起外筒是 C919 大飞机上最大、最复杂的

关键承力锻件，也是 C919 大飞机主起落架上最后一个未国产化

的锻件。  

 

   因此，该产品的研制一直叐到国防科工局、中国商飞等上级

主管部门和客户的高度关注。研制之路曲折而漫长，但二重万航

研制团队始终秉承着“锻造航空精品”的核心理念，经过 6 年如

一日的不懈努力，终亍叏得阶段性成功。  

 

   本次试制成功，标志着 C919 大飞机主起落架关键锻件全部

实现国产化，让大飞机拥有了中国造的强健“双脚”。未来，万

航公司将以建设世界一流航空模锻件企业为目标，继续为实现我

国大型航空模锻件的自主保障而不懈奋斗。  

 

 



 

五、案例教学设计 

《金属塑性成形原理》教学设计 

    

    

   

  

 

通过本节课学习，学生能够： 

1. 掌握塑性、塑性成形的概念及其特点。 

2. 掌握塑性成形的分类及其不同种塑性成形方式的特点。 

3.课程通过融入思政，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专业情怀、科学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 

 

 

 

本门课面向的对象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大二年级、第四学期的学生。他们

在之前的学期中已经学习了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理论力学、材料科学基础等课程，

对力学中的一些概念和计算有一定的认识，为本课程的后期学习奠定了基础。 

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能够独立进行思考、发现、分析问

题，在学习过程中可适时地以启发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激励他们通过自

己的思考去分析解决问题。 



 

1.强调学以致用，挖掘工程实例，使学生觉得所学知识技术能帮助他们解决工程

中的实际问题，因而会表现出更大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2.教学内容的设计要源于教材而不拘泥于教材。 

3.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4.教师不仅指导学生学会本次课的知识和技术，还要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引导

学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养成自主探究的“精神风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

性，使学生“学会”、“会学”、“乐学”。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塑性、塑性成形的概念及其特点，掌握塑

性成形的分类及其不同种塑性成形方式的特点；并通过课程思政的融入，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专业情怀、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在课程内容组织上注重：  

(1)注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  

通过本节课学习，能够掌握塑性、塑性成形的概念及其特点，掌握塑性成形的

分类及其不同种塑性成形方式的特点。 

(2)以兴趣为学习导向，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通过多种现代化的多媒体工具，将工程或生活中的例子以图片、视频等学生

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出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启迪学生的思维，进一步提高

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3)以学生为课堂教学主体，进行互动式教学  

学生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导者。评价一节课教

学的成功与否，关于在于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这节课的知识点。因此在授课的过

程中，通过课堂提问、抢答等多种互动环节，时刻关注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调

整授课的进度。 

 



教学资源主要有：  

(1)教材：《金属塑性成形原理》，俞汉清、陈金德编（普通高等教育“九

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2)本校图书馆资源：学生可进行文献查阅拓展学习。    

(3)在线教学与学习工具：学习通（教师和学生课程在线互动使用）。 

 

 

在本单元的教学组织上，采用以下策略和方法：  

(1)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展多样化教学活动  

采用课前在学习通中进行在线预习，课堂讲授，课后学习评估的方式组织教

学，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培养学生高阶能力。  

（2）案例式教学 

教学中采用案例式教学，让学生们围绕着这个问题或案例开展思考，提高学

生主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3）启发式教学 

在授课的过程中，进行启发式教学。通过课堂提问、抢答等多种互动环节，

时刻关注学生的接受能力，适当调整授课的进度。通过启发教育，让学生能够举

一反三。  

 

重点：塑性、塑性成形的概念及其特点；塑性成形的分类 

难点：塑性成形的分类及特点。 

 



 

1.课程简介（2分钟） 

简单讲述课程的性质、任务以及课程考核方式和成绩记载说明。 

2.新课导入（3分钟） 

通过放映《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影片片段，带领学生了解中国制造业的优

秀事迹，宣扬爱国、敬业和求真务实的高尚品格，促使学生激发家国情怀、培养

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职业精神。并提出问题，炼钢过程采用了什么样的加工

方法，从而引入新课。 

3. 理论知识讲授（38分钟） 

（1）基本概念（2分钟） 

通过讲述单向均匀拉伸过程中拉力与试样伸长量之间的关系，提出弹性、塑

性和塑性成形的概念。 

 

 

 

 

 

 

 

 

（2）金属塑性成形的特点（8分钟） 

通过与铸造、机械加工等加工方法的比较，得出了金属塑性成形的优点。 

 

 

 

 

 

 

 

 

 

 



 

 

 

 

 

 

 

 

 

 

 

    （3）金属塑性成形的应用（10分钟） 

    因为塑性成形具有很多的优点，所以在各行各业应用广泛。如航空航天、武器

装备、交通运输、建筑、家用电器等。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学习的参与度，通过学习通设置抢答，提出问

题：我们日常生活中除了家用电器，还有哪些产品采用的是塑性成形方法？ 

 

 

 

 

 

 

 

 

 

（4）金属塑性成形的分类（18分钟） 

1）按成形特点分类 

 



①轧制（2分钟）通过动画演示，说明轧制的工作原理。 

 

 

 

 

 

    轧制                             拉拔 

②拉拔（2分钟）通过动画演示，说明拉拔的工作原理。 

③挤压（3 分钟）通过正反挤压工作过程讲解，说明挤压的工作原理。 

 

 

 

       

           正挤                               反挤 

④锻造（8分钟）通过动画演示，说明自由锻和模锻的工作原理。 

 

 

 

 

 

 自由锻                           模锻 

 



讲授锻造工艺时，以我国C919大型客机起落架外筒的锻造技术公关为例，强调

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日新月异，可以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同时培养学生

的工匠精神。 

 

      

 

 

 

 

 

⑤冲压（2分钟）通过级进冲压模动画演示，说明冲压的工作原理。 

 

 

 

 

 

 

2）按成形温度分类（1分钟） 

塑性成形按温度可分成热成形、温成形和冷成形。 

（5）课后任务安排（2分钟） 

总结本节课内容，布置预习内容和课后作业。 

1）预习章节：3.1外力和应力 

2）课后作业：阅读教材 P1-5，完成学习通布置的作业 1。 



 

1.通过观察学生课堂中的专注度，以及课堂上的提问和学习通中发出的抢答

等，判断学生在本节课教学过程中的投入程度和对本节课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应用

能力。 

2.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和互动、小组讨论情况，判断本节教学设计内容组织和

节奏控制的合理性。  

3.通过课后作业和课后在学习通上与学生在线交流，了解学生对本节课知识

点的掌握程度。 

 

 

 

 

 

 

 

 

 

 

多元学习效果评估 

 

 

 

 

 

 

 

评估学习 

效果 

课堂 

提问 

 

 课堂 

抢答 

随堂 

测试 

小组 

讨论 

课后 

作业 



六、教学反思 

本节课程中通过分享电影《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中的人物及事件介绍轧钢

工艺及设备的収展过程，带领学生了解中国制造业的优秀事迹，宣扬爱国、敬

业和求真务实的高尚品格，促使学生激収家国情怀、培养社会责任感、树立正

确的职业精神。 

讲授锻造工艺时，以我国 C919 大型客机起落架外筒的锻造技术公关为例，

强调我国制造业収展的日新月异，可以激収学生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同时培

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教学中我们应能将信息技术与创新教学方法有机融合起来，不断学习，提升

自己的信息技术素养，创设适应教学的技术应用情境，积极引导学生如何去収现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学中可以更多引入一些工程中零件设计的失败案

例，告诫学生作为一名模具设计者来说，确保设计零件的质量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在学习及工作中要养成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