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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课程思政对于材料力学等工科类的意义愈加重要。有机结合课堂教学与课程思政元素，对于提

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操非常重要，同时也能促进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掌握。论文主要针对材料力学课程中的思政建设

进行讨论和研究。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significanc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for engineering subjects, such 
as material mechanic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s very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atriotism.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promote students’ mastery of the cours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and studi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mechanics of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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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与高校课堂有效融合是一次新的教学变革，这

可以将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可以加强学生品

质修养方面的培养。因此，在各类课程的前期准备调研环节，

都应该加深教学内容的背景分析，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

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注重正确的价值观塑造和能力

提升。

2009 年，《新编高等教育学》[1] 中指出，国家高校教

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高校教育要紧密联系科研

与实际生产。因此，高校以及其高等学科的教育者将承担更

加重大的责任。对于高校理工科学生，立足于中国制造领域，

更应该以新中国先进制造领域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标

准来进行培养，提升自身的科研创新能力。2016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总书记在会

中提出立德树人为先。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当在做好专业课程

教育的同时，提升思想政治素养，保证思政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 [2]。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在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深入挖掘高校课程和教学方式中与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相结合的优质教学案例，实现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 [3]。因此，高校教师应结合其授课课程的特征，

积极探索课程思政建设。

此外，《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进一步提

出，教师队伍是高校思政教育改进的主力军，课程建设是主

战场，课堂授课作为主渠道。高校教师都要承担好育人责任，

努力将专业课程教育和思政教育融为一体 [4]。

目前，在理工科院校中，材料力学课程在机械、材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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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类等专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众多机械类应用课程

的重要基石。该门课程的熟练掌握可以为之后深入学习各专

业课程中涉及机械设计和物体受力分析、强度校核等方面内

容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该课程在往年教学调研中，同学

们多反映这门课程具有疑难知识点多、抽象内容多、公式繁

杂易忘等特点。因此，这进一步要求学生较好的掌握相关的

数学及物理知识。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该课程普遍多

以课堂传统讲授、课程 PPT 等方式为主，极易在讲解较难

内容时造成课堂无趣、学生畏学。因此，材料力学的思政融

合课堂改革已然迫在眉睫。这迫切需要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课堂乐趣，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开发创新思维。

2 课堂教学研究
2.1 教师自身德育素养的提升与学习

新时代下，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不动摇，高校的思想政

治工作要紧跟时代步伐。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文件首

次提出了“三全育人”，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文

件提出：优良的师风师德建设是深入推进“三全育人”综合

改革的重要一步，己身正方可教人。教师队伍是高校教育思

政改革的主力军，提升授课能力的同时，品德修养也不能落

下。固然学生的学习情况复杂多变，但为人师者，应当具有

较高思政水平，方能在课堂讲授中游刃有余。这可以通过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学习提升。

2.1.1 积极参与师德教育
师者，德为先。师德教育是新时代教师培养、成长发展

中的主线教育，高校应就师德教育做好统筹规划，讲好师德

故事、做好师德传承，形成高校师德学习氛围。作为一名人

民教师，良好的学术素养和道德素养缺一不可，做到为国育

人，为党育才；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2.1.2 积极参与相关讲座与培训
积极引进材料力学优秀授课教师和知名思政领域专家讲

解思政和专业课融合的成功案例；追踪最新教学思政会议，

共同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精神，深刻理解“课程思政”的根本意义，将“课程思政”

的教学理念融入授课过程之中。因此，课程相关教师都应积

极参加，学习并完善自身的课堂思政教学体系。

2.1.3 学院合作与交流
马克思学院相关研究小组擅长于开发教学合作中的思政

理论。因此，教师可以加强与该学院的学习和交流，提升材

料力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在课堂外，教师自

身也应积极向思政课教师请教、学习，有效将专业课内容与

思政内容深度融合，更好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

2.2 课程教学筹备，探索思政融合方法
一方面，熟练掌握课程的重难点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在提升专业知识理论讲解的同时，思想政治理论

知识的学习也尤为重要。全方位学习党的先进性理论知识，

关心国家科研创新，关注当下科技发展热点。因此，从备课

阶段，高校教师就要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完整备好整个学期

的课程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质量。通常情况下，

课堂上专业内容的教学遵循按部就班、严谨地推导和讲解。

那么，强行将思政要素加入这些专业内容的教学过程中，很

容易让学生产生疲劳感和突兀感。因此，授课教师可以在备

课过程中尝试将之前的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划分和重组，在严

格完成专业授课的同时，有效融入国家创新、民族自信、传

统文化等思政教育元素。这对教师是一个教学挑战，需要认

真做好筹备工作，严阵以待。此外，以往传统的授课步骤普

遍是导入新课、新课讲授、课堂巩固、课堂小结、作业测试

这五个环节。但是，当前教学步骤需做进一步改进加入课前

预习、参与式教学、热点互动等思政融合模块，新的教学环

节目的要实现一个思政的教学目标。因此，备课时所有教学

环节都要深挖材料力学中的思政点，在授课过程中进行巧妙

设计，将专业知识点和思政点有机结合起来。

材料力学课程内容多，但学时并未加长，每个课时均有

对应的课程章节内容，难以拿出整个课时专门讲解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可以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将思政元素融入在恰

当的课堂内容和环节上，把每个思政知识点的内容和材料力

学课程知识做到恰到好处的结合，便可收获一加一大于二的

授课效果。因此一定要做好教学准备，结合当下热点。首先

在制作 PPT 时多多融入新时代的“新青年”爱国元素，可

加入红色元素和军事元素，潜意识唤醒学生内心的爱国意识

和情操，增强民族自信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材料力学”课程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们要从课程内容中深度挖掘，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以切实

相关的课程内容为载体。例如，第一课讲解材料力学绪论中，

我们可以结合“厉害了我的国”“大国崛起”“大国重工”“超

级工程”等系列纪录片中的可与本课程知识点相呼应的片

段，讲解以材料力学为基础，其众多知识点应用在各项 

工程 [5]；在“轴向拉伸和压缩”章节中，讲解中国历史上“胡

克定律”等物理定律的工程应用：“每加物一石，则张一尺”，

其比其他国家要早 1500 年。高校教师备课前应当多多与在

校学生进行课前交流，了解当代学生所关心的热点。课程准

备中可以多多加入“青年”元素，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2.3 课程授课，有效融入思政元素
每一位教师在三尺讲台上都要认真负责的对待这一块土

地。在做好完整的准备工作，应当用尽全部智慧去完美地将

课程内容进行展示。教师在课程授课过程中要注意加强师生

互动，打破沉闷课堂氛围。可以尝试引入当下学生所关心的

热点问题，尤其在讲解那些比较枯燥且理论性较强的知识点

时。例如，在讲解强度理论时，可以结合反面案例，如中保

研 2020 大众帕萨特的碰撞强度测试。由于偷工减料导致车

身强度不符合要求，在碰撞测试中车身发生明显变形，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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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人偶遭到不可逆损伤，乘客安全无法保障。通过这样的

反面案例，可以告诫学生在工作中务必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意

识、诚信意识、法律意识。同时，也可以结合正面案例来吸

引学生的注意力，疫情期间雷神山工程建设和火神山病房组

装的案例。在巨大的疫情压力下，我们的工程依旧以最快速

度保质保量完成。这些元素都可以帮助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与

使命感，进而培养传承精神与创新精神。此外，在压杆稳定

内容讲解时同样可以引入“不忘初心，坚持信念和理想”的

思政元素。通过在课件中加入高质量的演示动画，让学生直

观地观察杆件在压力作用下稳定平衡和不稳定平衡的动画，

引导学生去发现两种状态的区别。通常情况下，不加载任何

外力，理想压杆的稳定和不稳定状态都将处于直线形式的平

衡状态。但是，在施加小的扰动后，两种压杆都会发生弯曲

变形。当加载消除后，稳定平衡会回复原有形状，而不稳定

平衡则发生不可逆变形。这就是稳定平衡和不稳定平衡的区

别。这就像，我们每个学生都是胸怀大志地步入大学校园。

大学中形形色色的活动以及电子产品等都会影响学生的精

神状态。同学们应当始终保持初心，认真面对生活和学习中

的一切事情。因此，我们旨在课堂中帮助学生打破书本知识

的局限性，跳出课本，联系生活。打破枯燥课堂，提升学生

课堂参与感，促导学生积极提问并认真解惑。在平时的作业

批改上、在试卷的评分阅卷上，我们都做到公开透明，注重

学生遵纪守法、实事求是良好作风的养成，分数并非最终目

的，培养学生严格恪守职业准则的底线思维才是工科学生的

重要收获。

3 课外拓展，提升教学质量
学以致用十分重要，我们要将思政融合教育改革理念融

入到课堂内外，杜绝当代大学生养成眼高手低的坏习惯，合

适的课外拓展更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应用。而材料

力学应用性较强的特点十分适合课外拓展训练，机器及构件

的安全性能评估是设计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可以组

织一些结构大赛，引导学生去结合课本知识，设计出最优的

尺寸和形状，最轻的质量体系，同时具有较强的刚度和强度。

对生活工作中常见的器件，进行构件设计及强度校核就是一

种良好的课外拓展训练。例如，在生活中我们常见的简易鱼

竿，为了有效节约资源，减轻自重，方便出行携带。鱼竿大

多一般做成上细下粗且可以伸缩收纳的中空结构，而且此种

结构有效提高了鱼竿的弯曲强度、抗弯刚度和稳定性。材料

力学的知识点，在工程设计中含有大量的应用案例。结合一

些典型案例的讲解，引导学生们灵活运用课本知识，发挥创

新精神，进而增强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安全意识，用更加

严谨的学习态度去对待每一次的实践活动。

4 结语
材料力学作为一门高校中设置度非常高的自然科学课

程。这门课程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掌握大量理论知

识，同时学生需要达成所设立的教学目标，因此可作为显性

教育课程。可以与材料力学知识点相得益彰的思政元素则是

强调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素质教育，是隐性教育，

也是对学生个人品质的提升。而思政教育越是无痕，越能被

教育者所接受，也更容易引起被教育者的内心共鸣。反之，

越是刻意在课堂授课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越容易让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出现抵触情绪。这种违背自然科学课程教学规律

的做法务必要避免，结果只会与教育初衷背道而驰。

将思政元素巧妙和谐的融入教学过程中，让思政元素和

理论知识有机结合，以一种当代大学生喜欢的授课方式进

行，让他们潜移默化地在教学过程中得到思政教育和引导。

思政元素的有机植入，可以进一步提高当代大学生的培养学

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生们在该过程中，不仅有

效掌握专业知识，还应该树立正确的理想，增强自身的爱国

情操。这些都要求我们高校教师要精心组织文案，配以生动

的图画、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实际案例，让学生得到全方

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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