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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和《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的教学目的，对本门课程

的思政元素进行了挖掘，开展了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模式和评价机制改革。通过初步教学实践，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为工科专业课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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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Material Forming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and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Forging Technology and Die Design,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is course. Meanwhil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sources were 
constructed, and the teaching mode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were reformed. Through the pre-
liminary teaching practice, good teaching effects were achieved.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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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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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将思政教育贯穿于人

才培养体系，将立德树人贯彻于高等学校“三全育人”过程。对于工科专业课而言，开展在专业教学过

程中融合思政理念的教学改革已具有高度紧迫性。 
国内高校在思政元素与专业课教学融合方面已开展了大量探索。刘发等[1]探究了专业实验课与课程

思政相结合的策略，讨论了实施可行性，为专业实验课的思政改革提供了参考。窦超银等[2]开展了工科

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合探索，认为对专业知识点和工程实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深度挖掘，并在

课堂教学和实习实践过程中进行有机融合，可实现将思政教育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刘亚等[3]从创新实践

实施方法、教学设计和师德师风三个方面探讨了课程思政与专业课融合的设计理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郑超等[4]对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实验》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探索，针对各实验项目分别提

出了思政教育的切入点，探寻了思政元素的挖掘途径，为工科专业实验教学的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借鉴。 
重庆科技学院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是重庆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是

本专业一门重要的理论课程。本门课程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们更加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发展与

提升，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引领和综合素养培养不够清晰。因此，结合学校定位和专业

特点，开展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刻不容缓。 
本文主要介绍了对《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教学资源的建设、教学模式与评

价机制的改革，通过教学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育人目标 

《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是我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重要理论课程。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

在锻造成形领域的工程问题处理能力和创造性思维。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锻件设计方法、

锻造基本工序的成形原理、工艺计算、锻造模具典型结构及其设计方法等知识，并具备正确合理地设计

锻件产品、选用锻造成形设备、设计锻造成形模具、分析锻件质量和提出改进措施的能力。在本轮课程

思政改革中，除了上述专业知识的教学目标外，还针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塑造和综合素养培

养等方面开展了探索。本次改革主要围绕对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模式和评价机制改革等方面展开。 

3. 《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 

3.1. 《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思路 

锻造技术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和国防事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关键作用。建国以来，涌现出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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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锻造相关伟大事迹，本课程各知识点都蕴含有较多可挖掘的思政元素。因此，对课程思政资源的主

要建设思路是对各章节知识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深入挖掘，建立如图 1 所示的专业课章节内容–思

政载体–价值引领的内容体系。 
 

 
Figure 1.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ized course chapter cont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rrier and value guidance 
图 1. 专业课章节内容–思政载体–价值引领的对应关系 

3.2. 《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3.2.1. 先进锻造技术中的民族自信 
通过讲授我国锻造技术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让学生了解到我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 8 万吨模锻

液压机，拥有多台万吨级以上的锻造成形设备，拥有高度自动化的汽车曲轴、汽车车桥、不动器齿环等

产线，所生产的产品已广泛应用于世界主流的航空航天器、家电、汽车等领域。锻造作为我国工业领域

的重要一环，为我国全产业链工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保障了我国在风云诡谲的国际社会中拥有强大

的国防能力和产品市场竞争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在锻造工业领域的坚强努

力，树立学生作为中华民族一员和中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民族自信。 

3.2.2. “锻造用材料准备”内容里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 
通过讲授我国在建国初期选用质量更轻的镁合金锻件替代铝合金锻件作为导弹材料实现打击高度提

升、成功击落了美国 U-2 飞机的历史故事，展开对镁合金、铝合金、钢等锻造用材料质量、密度、强度、

可锻性、准备方法、锻件应用范围的讲授。同时，拓展相关锻件在我国先进国防和高端制造业中的应用，

例如铝合金应用于我国最新的歼20战斗机承力框锻件、超高强钢应用于我国C919大飞机起落架锻件等。

引领学生的家国情怀，强化民族认同感。 

3.2.3. “锻造加热规范”内容里的标准意识和严谨思维方式 
通过讲授钢、钛合金等金属在加热过程中的组织转变规律，说明温度在锻造过程的重要作用，并强

调加热规范的重要性，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求学生学习本章节内容前，掌握“打铁还需自身硬”的

物理规律，并说明加热能够使坯料充分软化的机理，改变工模具和工件之间的软硬关系，实现锻造过程

工件变形而工具不变形的效果。在锻造加热过程中，加热效率、加热精度与所使用的加热设备高度相关，

要求学生必须明确各种加热设备的误差范围，严格按照所需加热的工件尺寸、加热温度等参数规划加热

工艺，训练学生严谨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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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自由锻成形”内容里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通过讲授自由锻所包含的镦粗、拔长、滚挤、弯曲等工艺，培养学生通过锻造思维解决锻造问题的

能力。针对不同的锻件产品，采用匹配的自由锻工艺组合，结合项目式课题的分析讨论，培养学生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复杂问题简化处理的能力。同时，由于复杂锻件通常需要多种自由锻工艺组合，让学生

自由探索自由锻工艺组合对锻件成形的影响规律，结合模拟仿真验证，培养学生自主探索和创造性思维。 

3.2.5. “模锻成形”里的精益求精精神 
模锻成形是指在模锻设备上利用模具约束金属流动成形获得锻件的锻造方法。模锻需要对锻件、锻

模进行细致设计，否则极易出现尺寸超差、充填不佳、锻件折叠等缺陷，导致锻件报废。通过向学生讲

授在我国航空锻件高速发展的今天，单个锻件可重达 2 吨以上，以钛合金锻件为例，报废一个锻件损失

将高达百万元人民币以上。同时，大型模锻模具制造费用极高，模锻成形过程中，若工艺不合理导致模

具损坏，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模锻件设计、锻模设计和模锻工艺的选择上必须做到精益求精。 

3.2.6. 锻造领域的大国工匠精神 
在专业知识点回顾过程中，通过引入锻造领域的大国工匠故事，串联锻造专业知识点与工匠精神。

例如，通过讲授我国“锻造之父”曾苏民院士如何废寝忘食，通过锻造工艺改进，实现了用 1 万吨水压

机锻造出 3 万吨水压机才能生产的特大型铝合金模锻件，为当时的我国节省了 1800 万美元外汇的故事，

串联起锻造成形吨位的主要影响因素的知识点回顾；通过讲授曾苏民院士如何解决当时我国钛合金模锻

件开裂和相变的问题，串联起锻件材料准备过程的热处理和锻造过程的变形热等知识点。通过将阮雪榆

院士提出的“趁冷打铁”的冷挤压工艺与传统“趁热打铁”锻造工艺相比较，让学生了解精密体积成形

的特点，同时介绍阮雪榆院士在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的伟大故事，在传递我国锻造领

域大国工匠精神的同时，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4. 《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索 

4.1.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 

课堂教学环节的开展是课程思政改革、专业知识与技能教学的关键。通过借助雨课堂线上教学平台，

推送课前预学任务和资源，设计课堂问答，开展小组讨论和课堂互动，布置课后作业，将思政教学过程

贯穿课前、课中和课后，逐步实现教学目标。基于线上教学数据和线下教学反馈，综合诊断学情、追溯

问题，持续改进教学实施方式。 

4.2. 教学方法改革 

大量采用课件式、小组讨论式、项目式和案例式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选取锻造成形领域的典型工

程案例，在案例解析过程中使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和分析方法，并能够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例如，在讲

我国锻造技术的发展时，对学生进行课前分组，要求课前检索我国先进锻造技术或人物事迹素材并制作

成报告，上传到网络平台由大家讨论投票推荐到课堂上进行讲解。这样不仅能够让学生深入了解我国锻

造技术的发展，还能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 

5. 重构评价体系 

本门课程以往单纯以考试成绩作为课堂效果和学生知识掌握水平的评价指标，这样的“轻平时、重

期末”的评价标准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教学质量，且不适用于对课程思政效果的评价。为此，本次改

革利用线上教学平台，采用学生互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结合网络教学平台的思政学情记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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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课程考核成绩由期末项目设计报告和平时成绩组成，项目报告成绩占总

成绩的 70%，且包含 10%的思政考查内容，主要考查学生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完成具体锻造项目的能力和

综合思想素质；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主要包括出勤率、平时作业、课堂表现等内容，主要考查学

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 
通过在 2021~2022 第二学期的教学过程中与学生交流、课后作业和期末项目设计报告的批改，发现

在《锻造工艺与模具设计》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建设，不仅能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专业知识，熟

练掌握专业技能，还能从锻造的角度认清事物发展规律，开始具备严谨的工程思维模式和精益求精、刻

苦钻研的精神。为学生接触学习新兴事物提供了思维方式，开阔了专业视野，也激发了专业学习热情、

创造能力和爱国情怀。 

6. 结语 

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建设需要有效的思政教育资源、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本文通过挖掘《锻造工艺

与模具设计》课程知识点的思政元素，开展思政教学资源建设，配合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改革，取得了

较好的教学效果，为工科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和实施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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