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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把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了《金属材料综合实验Ⅰ》课程教学中，深入挖掘该课程中专业基础知识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提炼出教学内容中具体思政元素，构建出该课程具体思政教学实践框架。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该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与实施

效果良好，对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Abstract: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into the teaching of Metal Materials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I, deeply excavates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contained in the professional basic knowledge of the course, 

extracts	the	specif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constructs	the	specif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actice framework of the course. In teaching practic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g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have a good effect, which plays a grea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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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

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文件明

确提出了强化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在构建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三全育人”大格局过程中，着力推动高校全面加强

课程思政建设，做好整体设计，强化每一位教师的立德树人

意识，在每一门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推出一

批育人效果显著的精品专业课程，打造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

堂，培养一批课程思政优秀教师，形成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

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实现全方

位育人的一种重要途径，在课堂中实现“知识传授”和“价

值引领”的有机结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真理，还要向

学生传授对待真理的态度，从而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素养的独

立完善品格 [1-3]。

2 内容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Ⅰ》课程的开设是能够培养本专业

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是工科高校材料科学与

工程专业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金属材料综合实验Ⅰ》课程是以材料科学基础、金属

热处理、金属材料学、材料的力学性能和材料物理性能等主

干课程为基础的常规实验课程，还涉及一些材料表面与界

面、材料的微加工等实验技术，是材料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

的通识性必修基础课，该课程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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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形成正确价值观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另外，在此课

程的学生培养目标中也明确提出，通过此课程的教学，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人才。在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导向培育中，我们

需要课程思政的建设，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提升思政因素并实

施与深化。

思政因素作为一种道德情操养成、理想信念培育、个体

人格塑造的教育教学活动灵魂，不仅仅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过程中，它应该涵盖并渗透在我们专业课程教学过程

中，融入进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而教师的正确教学理

念是提升思政因素并有效展开的关键。《金属材料综合实验

Ⅰ》课程，蕴含着诸多可挖掘的学理、价值、伦理等，这些

专业理论、科学观都会潜移默化地成为学生的思想导向。

《金属材料综合实验Ⅰ》教学中的思政因素将体现在对

学生的科学思维方法培养中，主要实施在课堂教学细节上。

在这些年的教学中，深深地体会到实验教学中课堂教学环节

的重要性，不同的教学环节的关注度制约着学生的思维方

式及动向，直接影响学生在课堂中的发挥程度及其素养的

培育。

3 对金属材料综合实验课堂教学环节进行调整
①提高学生对实验课的注重程度，通过实验背景、应用

及实验原理的了解，实现实验教育的真正意义，从而引导正

面思考及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学生在上实验课之前都有预习的环节，并有预习报告册

作为内容的引导进行预习。但实际上，一些学生对实验课本

身轻视，持着实验必修课只要进实验室就能及格的态度，对

实验预习敷衍了事，将课前预习当成走马观花过程，而预习

报告册也是为了让教师检查而临时填写点内容或者干脆抄

别人的。这样的预习效果使学生进入实验室后，对本次实验

了解不够，根据实验书上的实验步骤指导可能会做出数据，

但对实验的真正原理及本质性应用的内容没有充分了解，导

致最终结果是实验完成了，却没有真正领会实验原理及其应

用，对于教师来说，就没有实现教育的真正意义。针对此现

象，在课前要求学生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即查找相应实验

的应用。教师可以发布一些相应的应用链接，学生们可以利

用其智能手机等设备在了解相关实验应用的同时结合实验

资料进行预习。在课堂内容环节上，简单介绍实验原理，让

学生能够知道通过此次实验自己到底是在验证什么样的理

论知识或是在应用什么样的理论知识进行试验等。提出相应

的问题及要求，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回答相应的问题。

②扩展了实验仪器功能介绍，引导学生解决实际操作中

存在的问题，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及创新能

力，培养科学精神和辩证思维方法。

实验教材上，每个实验内容中都有其对应的实验仪器名

称，教材附录中也附有个别仪器介绍，且每个实验室中都配

有仪器使用说明书。但由于时间限制和学生个人学习习惯，

学生不会主动从任课教师那里取仪器使用说明书参考，甚至

个别学生对最基本的实验仪器都不会使用（如显微镜的调

制）而调不出现象或造成离谱的实验误差 、不敢操作仪器等。

还有个别学生调出了实验所对应的现象，却没有印象是如何

调制的仪器，也就是说对仪器使用没有正确的思考过程。《金

属材料综合实验Ⅰ》课中，动手操作和团队合作很重要，发

现一些学生在团队合作中蒙混过关，问其得知不会使用仪器

或不知如何入手。因此，有必要在课堂上进行详细的实验仪

器功能介绍，减少学生在仪器操作上走弯路的现象，同时以

提出问题及要求作为导向，让学生在操作中真正领悟原理及

应用过程，并对学生在操作中遇见的问题给予引导式解决，

让学生通过正确的操作得出精确的数据，提高学生自信心的

同时培养其动手、动脑能力。在我们的实验仪器及操作步骤

中也往往存在一些问题，如千分尺本身老化引起的误差，有

个别学生会捕捉到这些缺陷，而 99% 的学生不会注意到这

些问题。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不等于问题不存在，要在课

堂中启发学生发现每一个实验中存在的仪器误差及算法、方

法上的问题，并让学生给出解决的方案及建议，并根据其提

出的建议进行了科技创新项目培育，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

能力 [4]。

4 结语
综合多年实验教学经验，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金属材

料综合实验Ⅰ》教学中，发现用教学环节实施浸润式的思想

政治教育是可行的、有效的。在学校、学院制度的保障下，

通过教师团队对本课程内容思政因素的设置及教学方法的

持续改进，将思政因素融入并实施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大

大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真正实现了在教学中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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