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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与机械设计课程融合教学模式研究
齐晓巧　韩书葵　王乃玥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机电工程 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课程思政”乃是达成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有效途径，本文以机械设计课程为例，探索课程思政在教学过程中的有效实施。

从不同章节挖掘相关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到教学中，以实现专业知识和人文素养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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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课程思政”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和全国大会精神，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整个人才培养机制，

促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使“立德树人”的教

育理念深入教育的各个环节。课程思政工作主要以课堂为教育媒

介，从合适的切入点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内容，进而提升学

生的科学素养、思想水平以及政治觉悟，实现专业知识的传授和

人生价值理念的有效结合，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

全方位人才。

二、机械设计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在党的十九大及近年来的两会中，我国不断强调加快制造强

国的建设步伐，推动先进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如今，中国已稳居

全球制造业的龙头地位，机械领域作为人才需求日益旺盛的专业，

其面向新技术、学科交叉融合的特性愈加显著。《机械设计》作

为机械制造业的基石课程，应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工程

伦理教育的渗透，以培养学生精益求精、无私奉献的工匠精神，

并激发其科技报国的深厚爱国情怀。因此，在《机械设计》课程

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应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将其有机融入

教学过程，从而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爱岗敬业精神、严谨

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以及高尚的职业道德操守，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大局意识。

三、各个教学环节中思政元素的融入

（一）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制

立德树人，乃教育之根本。国家因德而兴，个人因德而立。因此，

将立德树人理念融入教学过程，是每一位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机械设

计作为一门重要的工程学科，其教学目标不应仅局限于传授设计

原理、方法和规律，以及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更应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设计理念，实事求是，关注国家技术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

因此，在编制机械设计教学大纲时，我们不仅要注重提升学生的

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更要将立德树人的理念融入其中。通过课

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精心设计，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道德操守

和奉献精神，使其成为德才兼备的优秀工程人才，为国家发展贡

献力量。

（二）将思想政治元素融入教师的教案中

教案是教师对每一课时教学内容与步骤的精心规划，涵盖了

教学方法的选取、板书的设计、教具或教学手段的运用，以及各

教学环节的时间分配等诸多方面。教案的编写，主要依据教学大

纲与教材内容，同时紧密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因材施教，明确

设定教学目标，旨在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并促进学生能力的全

面发展。在突出教学重点与难点的同时，通过恰如其分的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主动性。在教案的编写过程中，设定教学

目标时，除了传统的知识与技能目标外，更应将立德树人的育人

目标融入其中。具体而言，在教学步骤的设计上，应精准把握内

容的切入点，巧妙地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引导学生深刻理

解国家制造装备与智能制造政策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

（三）将课程思政融入到教学方法中

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融合，实现思想政治教

育与专业课知识的无缝对接。有效利用多媒体、微视频、课程实

验及企业合作实践等手段，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潜移默化地将

正确的职业操守理念渗透到学生的思想意识之中。在讲授机械零

部件设计时，可引入一系列工程事故案例，如北京钢厂冲天炉事故、

单梁悬挂起重机高空坠落事故、液氮安全事故等。通过多媒体教学，

播放设计失误导致的安全事故视频，或展示灾难事故后的现场图

片，给学生带来触目惊心的震撼。以此深刻阐释“基础不牢，地

动山摇”的现实意义，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职业操守。让学生

明白，细节决定成败，进而教育他们在设计工作中应秉持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的大国工匠精神。

四、课程思政教学元素的挖掘与融入

（一）“绪论”篇的课程思政教学

机械设计作为机制工艺、飞行器制造、车辆工程及机电工程

等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旨在系统培养学生掌握机械设计的基本

知识、原理与方法，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科学素养、

人文情怀以及工匠精神。机械设计绪论部分，首先明确了本课程

的研究对象与内容，阐述了其在教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详细

介绍了机械设计的基本要求与一般过程。通过引入“开国大典旗

杆故事”这一生动案例，我们深刻体会到，作为机械人，应具备

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深厚的爱国情怀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机械设计的研究对象涵盖了机器及其组成零部件，揭示了任何机

器的运转都离不开其核心动力来源——发动机或内燃机。以“瓦

特改良蒸汽机”的历史为例，我们认识到，任何科技成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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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凝聚着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与艰辛付出。这种历经磨难、

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对于我们每一位工科生而言，都是值得深

入学习并身体力行的宝贵品质。

（二）“总论”篇的课程思政教学元素

在机器零件设计准则的教学中，我们致力于让学生深刻理解，

针对不同构件与工况，应采用相应的计算准则。通过引入实际工

程案例，我们不仅引导学生在学术领域内掌握这些准则，更期望

他们能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与职业生涯中，从而培养出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提升其工程设计

意识。在深入剖析机器零件失效形式的过程中，我们强调危险截

面往往是导致机器及其零部件失效的根源。在零部件的失效历程

中，各种损伤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竞争，不同阶段的主要损伤类型

亦会随之转变。这要求我们在设计分析中，必须以辩证的视角审

视问题，洞察其内在的复杂性与变化性。

（三）“连接”篇中的课程思政教学元素

为了确保机器的运输、安装、维修过程更加顺畅，机器的

加工制造过程中将广泛应用各种连接技术。因此，设计人员必

须深入了解机器中常用的连接类型及其零件的结构、性能和适

用场合，熟练掌握其设计理论和选用方法。通过引入一个因连

接键故障引发事故的真实案例，强调键连接在机械设备中的关

键作用，并借此告诫学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深刻道理。

同时，本文还倡导学生在工作中秉持“螺钉精神”，严格遵守

职业规范与道德操守，从而塑造出科学精神和敬业品质的完美

结合。

（四）“机械传动”篇中的课程思政教学元素

通过深入剖析各类机械传动的特性，并结合典型人物的先进

事迹与相关案例，旨在引导学生：对待工作应持有严谨认真的态

度，不断学习新技能，努力完善自我，以期早日独当一面。同时，

教导学生看待问题应持有一分为二的辩证视角，善于权衡利弊，

做出明智的判断。在比较各类传动的优缺点时，我们希望学生能

深刻领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学会借鉴他人的长处

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此外，我们更强调团队协作的重要性，鼓励

学生在集体中相互支持、共同进步。

（五）“轴系”篇中的课程思政教学元素

轴承，作为工业制造的核心部件，在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

无论是翱翔天际的飞机、畅游水下的潜艇，还是驰骋大地的车辆，

只要有运动的地方，轴承便不可或缺。轴承制造的水平，往往被

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通过引入《五年规划，

工业强国 - 轴承》这一片段，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工业强基

是迈向工业制造强国的最大瓶颈，也是最亟需解决的问题。关键

的零部件与元器件，若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将直接威胁到国家

的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因此，我们鼓励每一位学生，尤其是机

械设计专业的学子，务必学好专业知识，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建设好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六）实验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教学元素

实验教学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学方式，它不仅能够让学生更

直观地理解机械运动的原理，还能显著提升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关键手段之一。通过引入因错误

操作导致实验失败或产生错误结果的案例，我们可以向学生阐明

实验过程中正确操作的重要性和严谨性，同时培养他们在实验操

作中的安全意识。映射到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着重培养学

生思维的严谨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是在机械产品设计领域，

往往细微的误差就会导致巨大的偏差。

五、结论

机械设计作为工科机械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不仅涵盖了

机械连接设计、机械传动设计等关键领域，还为后续专业课程的

学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本文通过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巧妙

融入思政元素，并在各章节中深入挖掘思政教育的切入点，旨在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通过培养

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科技创新精神以及大国工匠精神，致力于

塑造具备全面素养的机械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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