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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效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经。文章立足理论力学课程所

蕴含的丰富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与力学专业知识融合，在构建课程思政目标的基础上，从“爱军精武、

矢志航天、科学思辨”三个思政维度探索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实现了课程思政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嵌

入与关联固化，便于开展课程思政教育，达到育人目标，同时也可为其他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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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very important method to implement “full education,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the all- 
round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Established in the abunda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ing in the course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this paper 
merg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he objective 
construction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odels in 3 dimensions of “loving and promoting 
the force, committed to aerospace, scientific speculation” are explored, realizing the emb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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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rrelating in course, facilit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which may provide references to other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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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人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工作，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

题。课程思政作为高校一种“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育人理念和方法[1]，是落实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任务的重要途经[2]。 
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所蕴涵的课程思政资源，强化育人理念，使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担负起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3]，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全课程覆盖的必然趋势。 

2. 理论力学课程思政目标 

2.1. 理论力学课程简介 

理论力学是力学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基础课程，是其力学知识体系结构的基础，是培养力学学科一

流人才的支撑课程。该课程以培养扎实掌握力学基础知识、具备高效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并

能以创造性的思维面对未来高技术挑战的一流技术人才为目标，使学生能够掌握力学基本原理、基本规

律和基本理论，掌握解决工程实际力学问题的基本方法，有效进行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提炼掌握通用

的力学思维模式，并具备初步的认知思维构建能力与创新能力[4]。 

2.2. 理论力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在理论力学丰富的基本知识中，也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5]。理论力学的授课对象为大二学生，

他们往往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立期，其科学思维模式也处于意识初建期。如果在力学专

业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将课程思政元素渗透于专业知识中，将使学生在学习力学专业知识

的同时，塑造积极健康的三观，选择正确的人生发展方向，成为符合强国强军建设需求，积极奋斗、

乐观向上的新时代青年。因此，在理论力学教学中，可采用适当的教学方式，实现以下课程思政教学

目标。 
在了解力学学科在世界范围和中国发展史、熟悉力学知识古今应用的基础上，建立全球视野，善于

从全球角度思考和看待科学问题，同时增加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中华民族的崇敬和热爱，对当今

中国发展道路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认同，树立报效国家、造福社会的志向。 
通过对物体受力分析方法和力系简化与平衡计算方法的学习，培养客观理性的思维特质、严谨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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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作风和探索创新的价值取向。 
在掌握刚体系运动分析与计算基本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的航天装备运动的分析计算，建立对航天

事业的热爱之情以及愿意为之奋斗终生的志向。 
在掌握力和运动之间关系、深入系统构建力学基本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终身学习的意识，并接

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分析和解决问题。 

3. 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基本策略 

为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理论力学课程从教学内容中挖掘思政元素，通过教学内容与典型案例的

关联，系统梳理建立了课程思政案例库。案例库的建设，坚持从课程中来到课程中去的原则，按照思政

元素发掘、思政元素梳理、思政元素进教学设计、思政元素进课堂的整体步骤，达成学生思想价值观的

内化，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统一。在整个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中，主要坚持下述基本策略。 

3.1. 体现航天特色，提升事业神圣担当 

航天工程大学培养的学生，未来大都将从事与航天工程相关的各工作岗位，因此，在课程内容中突

出航天特色，既能提升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也可以激发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感、投身航天事业热情，培

养爱岗敬业精神。近年来，我国航天事业发展迅速，登月、落火、空间站等工程时时刻刻都与国人的心

跳相联动，而航天工程与力学知识有着天然的联系，通过将一个个实际的航天工程案例引入课堂，与理

论知识相结合，能够将航天精神蕴含的科学求实、勇于超越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契合的思政元

素润物无声的引入课堂，实现在专业的氛围中浸润思政，培养学员对祖国航天事业的热爱、对献身航天

科技的向往。 

3.2. 突出道路自信，培养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 

从公元前 3000 年半坡遗址出土的尖底陶瓶，公元前 1400 年记录日食的甲骨文，到《墨经》对力、

力臂的定义，再到世界最大推力整体式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实验成功[6]，中国的科学家一直在力学学科的

发展中贡献着力量。同时力学知识也在与国计民生密不可分的领域中发挥中巨大作用，世界最快列车、

世界最大跨度桥梁、国产大飞机的成功，都与力学学科知识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案例与力学知识点结

合，其中蕴含着大量可发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使命担当精神，对于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道路自信、

提升民族自豪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3. 彰显模范力量，显现力学发展中先辈楷模的示范性 

力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力学学科的发展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在力学发展

史上，尤其是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的先辈楷模，例如钱学森等两弹元勋。他们的

科研探索精神、为真理献身的勇气、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对航天事业的不懈追求，都是与爱国情

怀、科学精神、航天精神相伴相生的绝佳思想教育样板。因此，在课程思政设计中，要特别彰显先辈楷

模的事迹，以人为范、以情动人，将先辈们的感人事迹与教学内容知识点相结合，通过分析不同人物不

同事迹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价值，渗透不同的思政教育要素。 

3.4. 强化实际体验，提升的科学思维和团队精神 

理论力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设计了广泛的演示体验实验，例如陀螺的进动、航天员悬浮转身、刚体

系质心运动演示等，这些实验大多具有反常识性特征，能够对学生的思维产生较强震动，进而能够使学

生在体验过程中不断调动思维、开启探索和创新意识，主动将直观体会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不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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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修正，既能使学生体会现实与理论的差异，反思理论抽象的过程与含义，为实现知行合一提供思

维基础，也可以锻炼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同时，由于此时学生的思想观念转换往往较大，教师可

以根据他们的心理变化，适当的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学生用积极向上的视角理解想象世界与真实世界的

差异，塑造积极向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4. 课程思政库的建设 

秉承以上基本策略，理论力学课程思政体系，在尊重课程完整知识体系和学科价值体系的原则下，

坚持知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通过挖掘课程内容中的育人元素，梳理构建了“爱

军精武、矢志航天、科学思辨”三个维度的课程思政体系。 
爱军精武，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党对国家军队

的统一领导。强军精武是青年一代军队院校学子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基本准则和价值追求，只有牢记

强军使命，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才能把自

己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融入进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伟大的实践催生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实践，中国航天一路走来，诞生了航天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催人奋进的伟大精神，赢得了高科技领域极具风险的挑战。矢志航天，

就是面向载人航天、探索月球、着陆火星等一系列航天工程的伟大实践，融合航天精神核心内涵，激发

青年学子对航天事业的热爱，立下献身航天、报效国家的鸿鹄之志。 
科学思辨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坚持求实和创新的科学精神核心诉求

进行知识探索，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出正确的价值

判断和行为选择。大胆假设、认真求证、严谨求实、独立思考、敢为人先，从而不断探索创新，同时努

力提升全球视野，紧密跟踪学科领域最新成果，形成多元化思考问题的角度，达成认知和思想上的新高

度。 
在思政案例库建设过程中，课程按照“思政元素挖掘——思政元素梳理——思政元素拓展——思政

元素进教学设计——思政元素进课堂”的步骤，以课程内容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点，从

课程教学内容本身挖掘思政元素和相应案例，并对不同案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梳理分类，对案例不

足或薄弱的思政点进行案例拓展和丰富，再按照教学内容的进程，将相应案例逐一融入教学设计、教案，

直至进入课堂，从而实现对战斗精神、航天精神、科学精神的具象化和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 

5. 课程思政的实践 

在“爱军精武、矢志航天、科学思辨”三个课程思政维度的牵引下，每个维度又进一步细分为 5~7
个思政要素，每个思政要素均与课程中相关教学内容所关联的实际案例相关，从而构成理论力学课程思

政案例库，如表 1 所示。表中，理论力学知识体系中三个主要课程模块均按照三个思政维度扩展为更详

细的多个思政元素，不同的思政元素，又以相应的思政案例融入到对应的专业知识内容之中。 
在教学中，思政案例完全由相应的授课内容引出，自然而然地进入教学过程，实现课程思政进课堂

的盐溶于水、润物无声。而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典型案例教学法，并借助相关视频资料播放、实践

体验等直观震撼来吸引学生注意，提升学习兴趣。 
如表 1 所示，例如在运动学模块“点的合成运动”这一节课的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可以引入思政

案例库中嫦娥 5 号登月时的速度、加速度计算这一案例，在例题的讲解过程中，老师可以很自然的将这

一案例所蕴含的矢志航天维度中，创新超越这一思政要素渗入教学中，与课程内容浑然一体，既不突兀

也不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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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表 1. 理论力学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模块 思政维度 思政元素 专业内容 思政案例 

静力学 

爱军精武 

爱国精神 

绪论 

钱学森等力学家的贡献 

文化自信 赵州桥以及世界最大跨度、最大高度的桥梁 

家国情怀 桔槔的历史传承 

矢志航天 
敢于超越 静力学公理 运载火箭转场吊装 

严肃认真 空间力系 运载火箭支撑座的平衡 

科学思辨 

力学之美 平面力系 火箭塔架的桁架设计 

严谨求实 空间力系 火柴棍吊水平的力学分析 

理论联系实际 摩擦 临界滑动梯子的攀爬 

运动学 

爱军精武 
爱国精神 

点的运动学 
太空行走的运动分析 

爱岗敬业 飞船回收降落伞对速度的影响分析 

矢志航天 
创新超越 点和合成运动 嫦娥 5 号登月的速度、加速度测量计算 

勇于攀登 刚体的简单运动 天和号机械臂运动计算 

科学思辨 
严谨求实 刚体的平面运动 行进中车轮的照片分析 

探索创新 基点法求加速度 科氏加速度的发现 

动力学 

爱军精武 家国情怀 质点动力学 飞行员的红视与黑视 

矢志航天 科学求实 
动量定理 航天员太空转身 

动量矩定理 卫星消旋的设计 

科学思辨 对立统一 动能定理 动力学静力学的统一 

6. 结束语 

专业课程是基础，思政教育是灵魂，课程教育是目的。大学教育并非只是培养具备高度专业化知识

和思维的“专业人”，更是要培养具有专业性素养和品格、具备使命担当的“全面人”。理论力学作为

研究力学基础的课程，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课程立足于课堂思政教学目标，以立德树人为重点，

收集和丰富课程思政元素，构建了三个维度牵引的课程思政案例库，实现了育人元素与课程知识点的有

机结合，提升了基于课堂教学主渠道进行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达到了知识传授与价值观塑造的

协调共振，为培养爱军精武、报效国家、造福社会、献身航天的航天科技英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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