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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制作人：杜大明

课程名称 材料科学基础 授课对象所属专业 金属材料工程

课程类型 专业课 开课年级 大四上

课程性质 专业课 课程总学时 32

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金属材料学》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课，它的主要任务是讲

授金属材料的合金化基础理论，在论述常用类型金属材料的性能要求的基础上，

分析各类工程构件用钢、机器零件及工模具用钢、不锈钢、耐热及高温合金、有

色金属及其合金、新金属材料等的合金化特征、热处理工艺特点及选择材料与使

用材料的原则和方法；抓住材料的成分—工艺—组织—性能这一主线，阐明它们

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衍变过程，进一步揭示发挥材料性能潜力的途径，以达到提

高产品质量的目的。

二、案例基本信息

1. 案例名称：

“李薰：善于“指兔子”的物理冶金学家”——钢的合金化概论

2. 对应章节：

第一章 钢的合金化概论

第一节 合金元素和铁的作用

3. 课程讲次：2

三、案例教学目标

在学习《材料科学基础》绪论的同时，引导学生体会老一辈科学工作者在新

中国建立初期放弃国外优渥待遇，冲破一切阻挠回国，参加了新中国建设工作，

几十年如一日的实干精神，引导学生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和爱国精神，增强学

生“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科技兴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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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例主要内容

讲授钢的合金化理论，合金元素和铁的作用时，讲述中国科学家李熏首次在

全世界开创了氢脆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

李薰（1913.11.20—1983.3.20），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著名物理冶金学家，

我国冶金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矿冶工程系。1937

年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冶金学院深造，先后于 1940年、195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

位和冶金学博士学位，任该院研究部负责人。1951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国，领导

创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历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沈阳

分院院长等职，于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调至

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技术科学部主任。他长期从事严格保密的国防尖端

科学研究，在航空航天金属材料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受二战影响，李薰博士毕业后无法马上回国，于是留校继续从事科研工作并

指导研究生。1938 年，一架英国皇家空军战机在演习中坠落，机毁人亡。这次

事故的原因是飞机引擎主轴内部出现了头发丝般粗细的裂纹，称为“发裂”。经

过研究，李薰提出钢中氢可能是造成发裂的原因，并通过实验揭示了钢中氢脆的

科学奥秘及去氢规律。这一成就轰动了西方科技界，李薰成为该领域公认的创始

人。同时，这一成就也解决了英国军工部门所需优质合金钢生产制造中的技术难

题，帮助英国在二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51 年 3 月，凭借钢中氢等突出研

究成果，谢菲尔德大学授予李薰冶金学博士学位。这种高级科学博士学位通常颁

发给公认在相关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自谢菲尔德大学设立冶金学博士学位

以来，在 1923—1951 年间，李薰是获得该学位的第二人，也是第一位亚洲人。

李薰学识渊博、视野宽广，极具战略眼光。他不仅引领着金属所的发展方向，

也常常为祖国科技事业“指兔子”。

1956 年，新中国组织制定第一个全国科技规划，李薰担任冶金学科方向的

召集人，并参加综合组工作。实际上，1955 年，李薰就对冶金学科的长远规划

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长远规划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与国家生产建设有

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今后应该考虑的一些专业性或综合性的问题”。李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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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应当重点研究与发展适合我国资源特点的合金钢系统、开展钛基（及锆基）

合金等新材料研究。这些意见建议最终都被纳入《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纲要》之中，对我国冶金领域的科研布局和长远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此后，李薰参加各种规划的制定，为冶金学科、航空材料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才能

和智慧。

1981 年，李薰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技术科学部主任。他锐意改革、

励精图治，大力推进技术科学的发展，强调不能完全依靠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设备，

而是要“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他倡议组织学部委员对

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进行评议，为后续推进体制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他敏锐发

现科技工作中的创新思想和人才，积极开拓新的学科领域，例如，支持海洋机器

人研究，关心我国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发展等。

1983 年 3 月 20 日，李薰为探索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的新途径，在前往攀

枝花钢厂考察行经昆明时，不幸溘然长逝，时年七十岁，他为祖国科技事业战斗

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直到今天，同事和学生常常会想起那个夏夜绿荫下蹲在路旁

与工人对弈，工余在单身宿舍与青年科技人员谈心的老所长，他代表着一种信仰、

一种精神、一种作风，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

五、案例教学设计

1. 案例的引出

通过播放介绍李熏生平的视频，把学生带入新中国建设的历史长河中，增强

学生“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科技兴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教学方法

（1）教学形式选择

视频导入、启发式教学

（2）现代信息技术应用

借助信息化的教学技术增强课堂教学的德育效果，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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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教学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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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评价方案

形成性评价：通过学生参与情况、教学过程的记录、行为学观察进行评价、

反馈。

六、教学反思

专业课除了使学生具备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金属材料学》是金属材料

工程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在《金属材料学》的教学中，把思政教育的功能贯

穿到课程教学活动中，实现专业课的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既教书又

育人，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在《金属材料学》教学过程中挖掘古今中外爱国科学家的故事、专业领域重

大科研攻关过程中的感动瞬间等素材，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筑牢职业道德防线。通过专业领域重大科学研究突破、技术成果实

现以及由此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等元素，培养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课程思政建设中思政教育元素挖掘

的又一重要价值遵循。

科学精神培育科学精神培育应该成为课程思政建设中思政教育元素挖掘的

基本价值遵循。严谨、求实、创新、奉献的科学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

在《金属材料学》教学中应该巧妙用专业学术领军人物、爱国科学家的成长故事、

先进事迹，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在专业课程的实践环节深入挖掘工匠精神元素，

通过大国工匠故事、传统工艺传承等素材，对学生进行工匠精神教育，培育当代

大学生的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精神。

课程思政是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一种载体，教师在传授课程知识的同时，引

导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德育元素转化为内在德行，转化为自己精神系统的组成部分，

转化为自己的内在素质和能力，用来认识和改变世界，提高参加社会实践和服务

社会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