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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工程力学课程教学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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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工程力学是面向大多数工科专业开始的重要基础课，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课堂教学是教师首先需要解

决的问题。教师需要根据工程力学的课程特点，深度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通过加强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提

高教师队伍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力。根据课程思政理念进行相应的教案设计，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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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Engineering Mechanics Course
by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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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Engineering Mechanics is a very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most engineering major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
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ncept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is the first problem that teachers need to solve. Teachers need to deeply
explore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elements contained in Engineering Mechanics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characteristics. By strength-
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teaching team, improve the teachers’ political thinking quality and teaching ability. The corre-
sponding lesson plan design is made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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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

[1] 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提出：“课程思政建设要紧紧围绕全面提升人才
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
业全面推进。”

[2] 每一位教师都应承担起育人的责任，
使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
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方位育人大格
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要始终把思政教育贯
穿到人才培养体系当中去，将专业知识教学与思政素
质培养融合在一起，进一步发挥好课程的育人作用，以
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政治素养。

安徽工业大学力学教研室组建的工程力学教学团
队开设的工程力学课程专业覆盖面很广，面向冶金、
材料、化工、能环、给排水等专业。工程力学课程本来
就是既提高学生专业能力的理论基础课，又是培养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门“知识”与“方法”并重的课
程。教师深挖力学基础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其进一
步融入力学课程的相关内容之中，培养学生分析与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样
可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

育目标，为培养技术过关、素质过硬的人才打下坚实
的基础 [3-4]。因此，结合我校的专业特点，将工程力学课
程的知识传授与思政育人相互融合，共同推进，进行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影响范围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工程力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思政素材库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依托。力学课

程中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要素，一直是其它学科借鉴
和参考的对象，进一步挖掘力学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
素是工程力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前提。结合工程力学课
程的特点，从爱国主义、工程伦理、辩证方法和创新意
识四个方面来提炼工程力学课程的思政元素。

 （一）爱国主义的熏陶

在先辈们长达几千年的劳动实践中，建造了许多
留存至今的名胜古迹，积累了大量的力学思想和原理。
如著名的赵州桥虽历经千年风雨洗刷至今仍保存完好，
其构型甚至与现代拓扑优化的拱桥结构相吻合，充分
发挥了石材的抗压性能。应县木塔历经千年而不倒，
其枓栱连接构造十分独特，综合了榫和卯的技术优点，
充分发挥了木质材料的力学特性。定州的开元寺塔作
为世界上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塔内藏塔，造型独
特，内设阶梯回廊，充分利用松柏木材来增强砖与砖之
间的拉力。可见，中国众多古建筑在构造、选材、布局
等方面都充分运用了力学知识，并与传统文化进行了
完美的融合。因此，在授课过程中，除讲解力学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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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外，教师应该通过这些典型事例把中国传统文化
自豪地表达出来，让学生领略中国独有的建筑文化之
美，引领广大学生深入地理解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
智慧，以此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厚植学生的爱国
情怀。

 （二）工程伦理的植入
在工科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工程伦理的教育极为

必要。力学课程的目标是培养既懂理论又善应用的工
程师，工程师肩负着国家建设发展的重大责任，其工作
质量影响着社会环境、文化和经济等。工程伦理教育
的关键是责任意识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务实负责的工
作态度，塑造和谐共融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教学中
在相关章节穿插一些工程事故案例分析，阐明其中的
力学原理，如重庆市綦江县彩虹桥垮塌是强度不足引
起的悲剧，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垮塌主要原因则是倾覆
力矩造成的，通过“工程师之戒”的故事让学生清醒
认识到工程师所肩负的责任等。工程伦理教育要进一
步加强对学生进行“工匠精神”培育。培育和弘扬工
匠精神对于提升我国产品质量，建设质量强国和制造
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辩证方法的融合
力学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其内容包含

了大量的力学概念和原理，蕴含着很多哲学原理，运用
这些原理可以培养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
力学问题的分析非常注重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透
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将实际
模型抽象成合理的力学模型，可以培养学生的认识事
物的能力。力学问题的求解非常强调严密的逻辑推理，
要求先后顺序不能颠倒、思路要清晰，这样可以培养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力学工作者根据力学原理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并在实践中验证力学方法的正确性
和可行性，遵循了“实践—理论—实践”的认识发展
规律。另外，在构件设计时，安全与经济问题就是一对
矛盾，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找到合适的平衡位置非常
契合对立统一的矛盾规律。因此，将辩证唯物主义的
认识论和矛盾论等引入到工程力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创新意识的培养
工程力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激发

学生灵感、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是实施课程思政的一项
重要内容。教师结合相关的章节内容在课堂教学中把
力学科学史、科学家事迹介绍给学生，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灵感。比如，伽利略作为近代科学之父，
发现了惯性定律，做了自由落体运动的实验；牛顿作为
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发现了万
有引力；钱学森、钱伟长和钱三强作为中国科技界的
“三钱”均是伟大的力学家。在以学生为主的实验教
学模式下，通过一些具有探索性、研究性和设计性的
工程力学实验，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团队
合作意识，增强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培养
出满足工程技术现实需求的人才。

 三、工程力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
 （一）工程力学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
教师队伍素质的全面提升是实施课程思政建设的

关键。教师是组织和引导课程教学活动的核心角色，
为达成教育教学目标负第一责任，其育人意识和育人

能力决定着课程思政效果。教师首先要做到对专业知
识和思政教育两个板块的内容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坚定
的认同，这样才能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潜移默化”

的形式有效地实施课程思政。为此，应着力提升教师
的思政意识与课程内容的综合执教能力，实现传道、
授业、解惑的有机统一。我校工程力学课程从以下三
个方面加强课程思政团队建设。

第一，与支部党建活动相结合。我校工程力学课
程教学团队中的大多数教师均为基础课党支部的成员，
可以利用党支部开展学习、活动的机会推进教师强化
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促进党建和
教学业务的深度融合，真正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第二，建立常态化的课程思政集体研讨制度。结
合力学教研室的教研活动，组织教学团队开展常态化
的课程思政集体研讨活动，以集体备课、典型思政案
例分享、课堂观摩等形式加强课程思政团队成员间的
交流与合作，针对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等问
题进行系统性研究。

第三，加强教师队伍的继续教育。秉承“教育者
先受教育”的原则，教师可利用学习强国、中国大学
慕课等不断加强学习，提升自身修养、政治觉悟和人
格魅力，对自己的言行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坚持言教
与身传相统一。此外，还应有深度、有广度地动员、鼓
励课程组教师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培训活动，积极加强
学习与交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专业教学能力和思想
政治素养。

 （二）工程力学课程思政的教案设计
教案是课程的实施方案，解决教什么和如何教的

问题。工程力学知识教学与思政素质培养有机融合，
课堂教学要与相关思政理念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在教学全流程中精心设计案例，潜移默化中向学生传
递爱国主义、工程伦理、辩证方法和创新意识，构建课
程思政的育人格局。教师设计教案可以从教学形式、
素材积累和设计布局三个环节来加以把握。

第一，课程教学的形式创新。传统以教师为主导
的“灌输”式课堂教学难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课堂参与度，教学效果不佳。教师需要在教学形
式上不断进行创新，活跃课堂氛围、增强课堂的吸引
力。一方面，课堂教学要激发学生自主性，让学生参与
课堂讲授环节，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课堂交流。课后
教师可以进一步利用 QQ、微信、网络平台等发布相关
力学思政素材，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性与情感
体验。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利用安徽省
网络课程学习平台（e 会学）、中国大学慕课等平台，实
现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通过网络课程平
台的弹幕、课堂在线答题等时刻关注学生思想和学习
动态。

第二，课程思政的素材积累。在课程思政的实施
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观看《大国重器》  《超级工程》
《力学与奥运》等优秀纪录片。直观、震撼的视频资料
极易引起学生的兴趣，通过挖掘纪录片里的力学知识，
帮助学生真正理解力学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所在，彰显
课程的价值。此外，力学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
泛，教师教学实践中还应善于抓住社会热点和经典案
例来教育学生，如利用黑龙江阳明滩大桥垮塌、港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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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桥的建成通车、虎门大桥涡振风波等热点问题鼓
励学生思考。

第三，课程思政的布局设计。教师应该在教学内
容、方法、手段等多方面对工程力学课程思政进行全

新设计，实现思政理念与力学课程的深度融合，形成协
同效应，构建全方位育人大格局。根据所使用的工程
力学教材 [5]，结合课程章节内容设计有关的思政元素布
局，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工程力学课程思政的布局设计

章节 专业内容 思政素材 德育思想 教学方法

绪论
力学科学史

力学的前景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实践的力学智慧

中国近代力学专家事迹

大国重器、超级工程

力学之美

爱国主义教育与传统文化

创新与奉献的精神

课堂教学

纪录片

静力学

分析

约束与约束力

力系平衡超静定

平衡——自然和谐之美

自由和约束的辩证关系
自我约束 (自律 )

案例分析

课后讨论

基本

变形

截面法求内力

应力分布

强度、刚度分析

安全与经济问题是一对矛盾，

寻找对立与统一的解决方案

解决矛盾的对立与统一问题

实现鱼与熊掌兼得

专题

大作业

组合变形与

强度理论

应力状态

材料的力学性能

组合变形

强度理论

科学的和谐之美——应力圆

百炼成钢，超过屈服极限

“化繁为简，各个击破”叠加原理

强度理论的适用范围

超越自我舒适区，挑战自我

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蜕变

“实践 -理论 -实践”人类认识规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纪录片

专题讨论

压杆

稳定

临界载荷

稳定性校核

提高稳定性措施

压杆失稳案例

揭穿杂耍“红缨枪刺喉”的伎俩

崇尚科学，防止骗局

曲线报国，变压为拉

工程伦理教育，责任与担当

崇尚科学，质疑 -探索

应用科学解决实际问题

网络资源

压杆失稳纪录片

动载荷

动应力

动荷系数

循环应力

触类旁通，由已知解决未知的方法论

揭穿“胸口碎大石”把戏力学原理

交变应力带来的材料失效

崇尚科学，提升自身素质

质疑 -探索精神

螺旋上升的认识规律

网络资源

纪录片

专题讨论

实验

教学
拉压弯曲扭转验

实验中的挫折和失败

实验中的团队合作
求真务实，团队合作，开拓创新 实验

 

 四、结语
工程力学的课程内容本身包含了很多思政元素，

其理论知识与相关的思政理念内在逻辑是相通的，实

施工程力学课程思政可以将理论知识与思政理念有机

融合，做到无缝连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

塑造。一方面，工程力学课程思政通过穿插与理论知

识相关联的思政元素，升华理论价值，可以改善因为知

识抽象、逻辑严密造成的枯燥难懂的课堂氛围，提升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学习理论知识时强化

人才培养过程中爱国主义、工程伦理、辩证方法和创

新意识等思政元素，可以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时提

高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提升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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