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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在机械基础课程中增加工程伦理案例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操守，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利用科研

反哺教学，拓展学生所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增强高校教师自身修养，提高育人能力，在与学生互动中

言传身教，用高尚师德与精湛学术感染影响学生；在课程考核中融入“德育”考核内容，构建合理、科

学的机械基础课程成绩考核量化评价体系。通过上述几个方面，探讨了新时期机械基础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的几点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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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dding engineering ethics cases to the basic mechanical course, cultiv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ethics, excav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use scientific research to feed 
teaching, and exp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students’ knowledge. Enhance the self-cultiva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educate people, teach by example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and influence students with noble teachers’ ethics and exquisite academic skills. I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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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te the assessment cont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 assessment, and build a rea-
sonable and scientific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basic me-
chanical courses. Through the above aspects, some personal opinion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echanical basic curriculum in the new era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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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坚

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全面贯彻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现全员育人、全过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为了让全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到各高校，完成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形成各类各门课程协同育人格局，努

力使价值引领、能力培养及知识传授三者相统一，把学生培养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此，本文以作者主讲的《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两门机械基础课程为例，广泛深入地将这两

门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发掘出来，使课堂教学作为教书育人的主渠道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对如何将知识、

能力、价值塑造有效融合到机械基础课程中，深入思考将思想政治理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并对如何

实现进行了初步探讨。 

2. 以工程伦理案例培养学生职业素养 

工程伦理是调整工程与技术、工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是在工程领域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

原则[2]。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程活动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工程师的职业素养和操守要求

越来越高，大学本科生作为未来的工程师，对在校工科学生加强工程伦理教育，已成为高素质的工程技

术人员一个重要培养内容，也是高校提高学生德育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学校应该创造条件让在校工科

学生走出校门，完成社会调查、社会考察及毕业实习等，在此过程中与工程技术人员共同探讨、学习工

程伦理问题，受到实际工程伦理的熏陶。加强“产学研”联合，使学生在工程设计、实施、评估、验收

以及学术研究过程中，体会和学习工程道德原则和规范，形成不仅以质量标准而且还要以伦理道德的标

准来衡量整个工程的责任感。 
为此，《机械原理》课程中增加工程伦理内容的学习。以西安地铁电缆事件为案例，一名网友自称

工作在陕西奥凯电缆有限公司，2017 年 3 月 13 日，在天涯发了一个名为《西安地铁你们还敢坐吗》的

爆料贴，爆料人称，西安地铁 3 号线整条线路所用的电缆，均是由自己工作的奥凯电缆这家不符合国家

标准的小作坊生产。奥凯中标地铁项目不仅涉及权钱交易，所使用的电缆材料为劣质材料，电缆为不合

格产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更荒唐的是，因为质量问题，奥凯公司的早就挂在了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

统的黑名单中，并且在地铁建设过程中，奥凯曾有一次伪造检验报告的记录。这条开通仅 5 个月的地铁

新线路，每天将 34 万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以此类与学生学习、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工程案例为引

子，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各自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后，教师做出总结，学生作为未来的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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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增强责任感和树立正确的工程伦理观，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 要有社会责任感，对工程实践中可预测

的后果担负起责任；2) 提高道德水平，对他人尽到道德义务，造福社会，不做浪费资源没有效用的工程

活动；3) 以人为本，将人类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对工程的安全审查一定要慎之又慎，抵制不安全有隐患

的工程；4) 发挥所学知识，提高工程的价值，给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3. 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课程内容 

各门课程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都能发挥思政教育功能，在传道受业解惑中引入以大道、

启人以大智。作者所在的机械基础教研室加强集体备课，群策群力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和探索有效的

教学方法，努力将价值导向与知识传授相融合，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中，弘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传

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科学精神、工匠精神等。通过国内与国外，古代与现代的对比，以鲜活案

例、视频题材，激发爱国热情和实践动力为具体方法，研究使机械基础课程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

的教学内容，从而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例如，在“齿轮机构及其设计”章节中发掘了以下几个与齿轮课程内容相融合的案例，通过齿轮的

发展历史，其中以指南车为例，如图 1，它是一种以差速齿轮原理制成的机械装置，堪称古代文明之最，

首次创造了复杂的锥齿轮差动——行星机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行星齿轮机构，被西方学者称为“古代

齿轮技术的里程牌”，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以此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

心。通过引导学生回想国徽图案中各元素的含义，如图 2，引入齿轮在国徽中代表的意义，即代表工人

阶级和工业，从而说明齿轮传动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被认为是工业的“形象代言人”，以此说明

本章内容在《机械原理》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学好该章内容对学生的知识体系和专业经历具有重要

意义。在讲解“共轭齿廓”这一较不宜理解与记忆的专业术语时，引入“轭”字的由来，其原意是指牛

背的架子，轭可以使两头牛同步行进，如图 3。共轭即为按一定的规律相配的一对，通俗点说就是孪生，

在数学中有共轭复数、共轭根式、共轭双曲线、共轭矩阵等，本章的共轭齿廓是指按预定传动比规律相

互啮合的一对齿廓。由此不但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深度，而且将思政元素有效地融入所学的课程

中，从而将知识、能力、价值塑造有效融合到机械基础课程当中，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Figure 1. Guide car 
图 1. 指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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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National emblem 
图 2. 国徽 

 

 
Figure 3. Yoke 
图 3. 轭 

4. 科研与教学相长，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灵魂与核心是工程实践能力，高等工程教育的使命与任务是培养机械工程专

业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2010 年 6 月教育部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启动培养各类高质量优秀工程

技术人才的计划，这就是“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把工程实践能力作为其培养的主要内容之一培

养[3]，通过机械基础课程的学习可以使机械工程类学生得到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教师的主导作用，加大学生实践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等关键目标的培养。从以传授知识为主

向培养学生能力的转化，更多关注学生的综合发展、学习过程及学习效果。通过互动式教学方法，加强

师生课堂内外、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引导学生对工程实践中的案例进行分析，并利用所学知识进行自

主解决问题。 
例如，在《机械原理》课程“连杆机构及其设计”章节中，通过回忆在金工实习铸造工艺中，翻转

砂箱学生是如何做到的，两个人抬着砂箱进行翻转，既费时又费力，真所谓“费力不讨好”。那么，在

学习了平面四杆机构的设计之后，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动作呢？即转化为一个平面四杆机构的设计问题：

按照给定从动件(连杆或连架杆)的位置设计四杆机构，通过一个简单的四杆机构就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

如图 4，既高效又降低劳动强度，同时便于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从而解决工程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又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高校教师既要从事教学工作，又要开展科学研究，要将二者有机结合，以科研促进教学。教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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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注重围绕教学开展科研工作，对学科的前沿动态进行及时、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有利于增强教学的

深度、拓展广度，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教学应积极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将

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直接带入课题，不但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最新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学生，而

且可以使学生了解最新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例如，将作者主持的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

工序法加工超减比双曲线齿轮的双面同步成形机理及其设计方法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讲解齿轮类型时

简单介绍给学生，使学生了解一些新型齿轮机构的应用与发展现状，介绍超减比双曲线齿轮(如图 5)的优

势与存在的科学问题，将自己科研中采用的思路、方法以及遇到问题时的解决手段提供学生参考，同时

可以吸引一些对这方面研究有兴趣的同学加入课题组，培养本科生的科研能力。 
 

 
Figure 4. Casting box turnover mechanism 
图 4. 铸造翻箱机构 

 

 
Figure 5. Super reduction hypoid gear mechanism 
图 5. 超减比双曲线齿轮机构 

5. 提高教师育人能力，以高尚师德与精湛学术感染学生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总书记说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

师[4]，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因此，加强高校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四个

自信”，提高育人意识，建立一支可信、可敬、可靠，乐为、敢为、有为的教师队伍，切实做到“爱学

生、有学问、会传授、有榜样”。转变教师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轻价值引领的观念，通过多种方式，

引导所有教师树立“课程思政”的理念。充分发挥教研室的集体讨论、老教师的传帮带、教材教案的集

体备课，本学科先锋模范教师的带头示范作用等手段，开展课程思政技能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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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者所在的机械基础教研室为例，教研室有教师 18 人，其中有省级教学能手 3 人，省级优秀实验

教师 1 人，校级教学名师 4 人，教学新秀 1 人。充分发挥教学名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让他们作为教研室

机械基础主干课的课程负责人，并为每位新加入的年轻博士分配一位优秀教师作为带课导师，帮助年轻

教师“站稳”讲台，带课导师会采用听课、协助备课等不同形式促进年轻教师快速提高教学能力，以传

帮带和导师制形式带动了整个教研室教学质量的提升。近年来，教研室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获得省级教

学竞赛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获批省级教改项目 5 项，开设省级在线精品课程 2 门，

在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指导学生获得二等奖 2 项、省级学科竞赛一等奖 7 项等，进一步夯实

了教师的人才培养能力。教研室整体课堂教学水平名列全校榜首，已俨然成为学校优质教学团队的靓丽

名片。另外，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也广有建树，教研室已有 4 位教师被评为全校“最受欢迎教师”称号。

教研室在党建工作同样成绩优异，机械基础党支部在 2018 年被湖南省教工委评为“全省高校党建工作样

板支部”，并多次评为校级先进党支部。 

6. 将课程思政引入课程考核方式 

研究新的机械基础课程考核评价模式，把“德育”方面表现的量化考核方法引入到评价标准中。针

对《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两门课程的内容与特点，分别从学习态度、实验实践、期末考试及突出

表现四个方面，多角度、全过程考核学生掌握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同时，对学生职业道德、职业操守、

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与考核，通过超星学习通中统计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机械技术基础课程

的成绩评价新模型，探索一种融入课程思政内容的综合成绩考核评价体系。 
构建机械基础课程合理科学的成绩考核量化评价体系是公平、公正评定成绩的依据。在过程评价中

针对学生在机械基础课程学习过程中“德育”方面的表现进行考量，在过程考核的同时由学生自评、小

组互评和教师考评三部分组成。要建立科学的课程成绩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就必须要先明确体系应涵盖的

内容及相应的考核评价指标，作者根据课程教学经验，并参考总结其他高校的教学方法[5] [6] [7]，建立

了一套机械基础课程的考核评价指标。 
例如，将参加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工程训练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种机械类大赛获奖

者根据名次在机械基础课程的考核中增加实践能力方面得分，对参加山区支教、献血、各类社会志愿者

等活动的学生给予德育方面的得分，对学生利用寒暑假、周末等时间参加社会实践、勤工俭学、工厂学

习等表现优异者增加职业操守方面的得分，将各项加分与考试分析进行加权，最后得出学生的最终成绩。 
总之，在机械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中，教师应不拘泥于形式，根据机械基础课程的性质特点，采用新

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课程大纲、教学设计、备课授课、教学评价等教育教学全过程，

突出培育学生求真务实、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学生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

追求卓越等优秀品质，最终形成机械基础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紧密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把学

生培养成为奉献社会并具有过硬本领的技术性人才，为 21 世纪迈向制造业强国奠定坚实的工程技术人才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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