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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工程教育的方面出发研究了在《结构力学》课程中融入航天精神，首先阐明了航天的三大精神，

即“两弹一星”精神、传统航天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然后探索了航天精神融入结构力学的目的和具体

实施计划。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和建议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

合作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进而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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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aspec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ntegration of aerospace spirit 
into the course of Structural Mechanics. Firstly, it expounds the three major aerospace spirits, 
namely,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tar”, the traditional aerospace spirit and the manned 
space spirit, and then explores the purpose and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 of integrating aero-
space spirit into structural mechanics. Through these methods and suggestions, students can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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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improve their disciplinary literacy, but also cultivat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teamwork 
aware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 as to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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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航天事业发展，航天精神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在不同的场合被

不断提及，激励中国航天以勃发之气，巡天探宇叩问苍穹，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勇毅前行。航天精

神凝聚了中国航天人的精神特质，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航天精神融入大学生人才培养体系既

能够落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体现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要求。航天精

神包含三大精神，即“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

星”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传统航天精神，以

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这三大精神具体表现为：

热爱祖国、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勇于攀登、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和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的崇高品质[1] [2] [3]。 
结构力学课程作为土木工程方向的专业基础课，是学生由基础课程学习转向专业课程过渡的必修环

节，是学好土木工程专业课的基础。如何在科技文化不断飞速发展的 21 世纪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

将学生培养成具有航天精神的高素质青年，是亟待摆在教育工作面前的关键问题之一。 

2. 航天精神融入结构力学的目的 

结构力学的学习是建立在学生学习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等已修课程的基础上的一门学科，本文的实

施路径采用材料力学中材料的三要素与航天的三大精神进行融汇，即材料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和航天

三大精神，即“传统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2] [3]。 
强度是指材料抵抗破坏的能力，在航天精神中可以表现为“传统航天精神”，航天精神是追求卓越

和超越自我的精神。而结构力学课程，尤其是在学习和解决复杂结构问题时，常常面临困难和挑战，需

要学生们勇敢面对并尝试解决。这需要学生们具备不畏艰险、不懈努力的航天精神，不断挑战自己、追

求卓越。 
刚度是指材料抵抗变形的能力，在航天精神中可以表现为“载人航天精神”，在载人航天项目中，

安全与可靠性是至关重要的。结构力学课程强调材料和结构的强度、稳定性和可靠性等方面的知识。将

载人航天精神应用到结构力学课程中，学生们将会更加关注和重视工程设计中的安全因素，养成注重细

节、精益求精的态度。实现载人航天任务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结构力学课程中，学生们

需要解决各种复杂的结构问题，如分析和设计桥梁、飞机机身等。将载人航天精神融入到课程中，学生

们将能够更加有毅力和耐力地解决问题，不轻言放弃，追求优秀的结果。 
稳定性是指结构受荷后保持平衡状态的能力，在航天精神中可以表现为“两弹一星”精神，“两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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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精神代表了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精神品质。结构力学课程要求学生不断追求卓越，

深入理解复杂结构的力学行为，并设计出具有高强度和高稳定性的结构。将“两弹一星”精神融入课程

中，能够激励学生追求卓越，从而在解决工程问题时刻苦学习，修炼技术。 并且在实施“两弹一星”这

一系列项目时在技术上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和困难，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结构力学课程也要求学生具备

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两弹一星”精神与结构力学相结合，能够激发学生勇于尝试新方法、

开拓创新领域的精神，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4] [5]。 

3. 航天精神融入结构力学的途径 

结构力学课程理论性较强、知识点多，学习起来很容易感到枯燥乏味，尤其是如何更好地将理论在

实践中进行应用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在教学《结构力学》这门课时教师可以将其与航天精神的具体案例

相结合这样能够进行更为详细的说明，可以用来证明《结构力学》这门课程是一门基础性的学科并且在

日常生活中都有体现。 

3.1. 建设课程思政理论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解决的是“培养什么人”和“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核心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战略全局的高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即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而

在教学《结构力学》这门课程时老师应该思考如何将航天精神融入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去。航天精神蕴

含丰富的教学案例和生动素材，通过讲述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航天人物、航天事迹，可以实现教学话语

的转换，将其设计航天飞行器结构的一些案例与结构力学相结合明确相关的教学目标和课程要求，不仅

可以让学生了解发明创造过程中的艰辛也可以让学生了解所学知识在航天领域的实际运用。 

3.2. 构建互联网 + 航天精神 + 思政教育模式 

在当今社会教师应该运用网络优势通过航天精神+思政教育模式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调

动起来。可以构建移动课堂加在线教育的形式进行教学，将线下课堂通过互联网的作用传递到网络上，

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有效地提高了学习效率。搭设在线教育的平台

如利用专业软件 BIM 可以让学生更为清晰地了解结构的作用形式，也方便将具体的工程案例引入课堂，

让学生实现足不出校园便能体验到具体的案例。 
而在课堂上传授的内容大多是理论基础，还需要学生在课后进行思考和练习，这对于工科学生非常

重要，让学生从被动接受改为主动学习，通过一次次的练习将主动权交到学生手里，让学生的创造力得

到充分开发。 

3.3. 航天精神融入结构力学的实施步骤 

将航天精神融入结构力学首先需要了解航天精神的核心价值，然后需要对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创

新，并运用相关实践案例进一步说明航天精神融入结构力学的优势，在教学后适当的鼓励学生可以增强

学生对课程的积极性。 
1) 课前让学生了解航天精神的核心价值：在将航天精神融入结构力学之前，首先需要对航天精神的

核心价值进行深入了解，包括追求卓越、团队合作、创新精神等，并理解其与结构力学的关联。 
2) 教学内容设计创新：将航天精神融入结构力学的教学内容中，设计创新的学习任务和项目。例如，

以一个航天飞行器的结构设计作为课程设计内容，飞行器属于典型的空间结构，特别是目前飞行器上的

薄膜结构，其受力特征正是结构力学可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对薄膜结构的力学分析，可以分析出薄膜结

构的破坏特点。要求学生充分考虑飞行器的结构性能，并根据兴趣爱好组成团队，通过查找资料提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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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以达到培养学生的航天精神的目的。 
3) 教学方法创新：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促进学生对航天精神的理解和应用。引入案例研究、讨

论、团队合作和模拟实验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航天精神的价值，并将其运用到结构力学的

学习和问题解决中。 
4) 实践案例分析与讨论：通过分享和讨论航天工程中的实践案例，让学生了解航天精神在实际工程

项目中的应用。学生可以分析和讨论这些案例，探讨其中的结构力学挑战和创新，以及航天精神对于解

决这些挑战的关键作用。教师在学生学习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指导和鼓励作用。教师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航

天精神的重要性，并指导学生在结构力学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如何运用航天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和团队

合作能力。 
5) 课程评估与持续改进：对融合航天精神与结构力学的课程进行评估，并收集学生的反馈。评估结

果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对航天精神的理解和应用程度，并根据反馈进行持续改进，优化课程内容和教

学方法。 
将航天精神融入结构力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意识、责任感和综合素质，推动科技

进步与发展。这样的融合有助于培养出具备航天精神和结构力学能力的工程师，并为工程领域的创新和

进步注入新的动力。 

3.4. 航天精神融入结构力学的实践与改革的思考 

结构力学是一门相对枯燥的课程，通过作者团队多年的结构力学授课经验总结，将结构力学中的各

个章节中能够体现航天精神的点找到，并邀请思政教师参与进来，组建航天精神案例库，在教学过程中

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航天精神案例库。经几届毕业学生反馈，85%以上的学生在整个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能

够深刻的体会到航天精神的可贵，并表示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以航天精神作为自己从事土木工

程行业的指引，踏踏实实、爱岗敬业，不断践行航天精神。 

4. 结语 

对于《结构力学》这门专业课来说，将航天精神融入课程思政改革的实践是一种创新尝试。通过这

样的实践，课程不仅能够传授结构力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还能够培养学生的航天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使学生具备更深层次的专业素养和社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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