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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教师教书育人在课程教学中的具体体现，通过教学传递学科育人的内涵。根据机械系统设计

课程的特点，深层次挖掘出该课程的育人内涵。通过设计开放性的教学内容，采用以互动研讨为主要特

征的层次化教学方式，注意结果与过程并重的考评，构建了一个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真正将课程的育人内涵内化于课程实际教学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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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reflected in teaching and educating and the connotation of 
subject education is transmitted through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sign 
of mechanical system” course, the educational connotation of the course is excavated in depth. The 
paper constructs a teacher-led,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odel, through these measures, such as 
designing open teaching content, adopting the hierarchical teaching method characterized by in-
teractive discussion and evaluating both results and processes, which truly internalizes the edu-
cational connotation of the course into the actual teach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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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是一个专业面宽、通用性强的专业，为国民经济建设培养合格的、能

在机械工程及相关领域从事设计、生产制造、科技开发和应用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机械专业人才是本专

业的使命。“机械系统设计”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课程围绕机械设计，

从整机的角度和系统的观点出发，介绍机械产品设计的理论与方法，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机械产品

设计的规律和特点，掌握机械产品设计的基本方法和技术，培养学生机械系统设计的能力。该课程通常

会安排在大学期间的第六或第七个学期开设，是实施毕业设计教学环节的技术准备。所以，该课程是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最后的教学收口课程，对培养学生具有坚实的工程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 2018 年 11 月以来，国家教育部就密集发出了多个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要求的文件，对课程教学提

出要推动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了广泛共识，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特别是对高校在课程思政

方面做出了具体的实施要求。课程思政是教师教书育人在课程教学中的具体体现，通过教学传递学科育

人的内涵。不同学科专业对于育人内涵的提炼不同，不同学科或专业课都是一种独特的载体[1]。专业课

做课程思政就要充分挖掘课程的育人元素，深层次提炼育人内涵，努力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达成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 
本文根据机械系统设计课程的教学特点，深层次挖掘该课程的育人内涵。通过合理设计教学内容，

提出课程改进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构建可以充分体现课程内涵的教学模式。 

2. 《机械系统设计》的课程特点 

目前，根据我校的教学情况和本人对该课程教学的理解发现，“机械系统设计”这门课程的教学具

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 教学内容多、广、难。 
“机械系统设计”的教学内容主要涵盖机械系统设计的原理和方法、动力系统、执行系统、传动系

统、支承与导轨系统、控制系统等子系统的设计。显然教学内容多，涉及面广，增加了学习的难度，但

是在大部分高校该课程的教学最多不超过 40 学时[2]。而且教学内容中，各章节都列举了一些实例，主要

以机械装备为典型机械系统，但各章节所列实例并不完全相同。没有一个将各部分贯穿在一起的完整案

例，因为课时原因，这些例子不可能详细讲解，往往使学生感到问题来去匆匆，再加之学生缺乏企业的

实际经验，导致学生可能会理解不太彻底和透彻。 
2) 多方面的科学思维在传统模式的教学中内化不足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是高校理工科的一个传统老专业。在工程能力方面，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应

当具有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学生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与人合作

的能力，系统和辩证的科学思维。创新能力作为 21 世纪综合能力之首，是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源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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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毕业后面对社会挑战的必备基本能力。作为老牌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的学生，也

必须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机械系统设计课程作为主要的专业选修课以及理论教学收口课程在我校已经

开设了八年，这门课在培养学生工程能力，创新能力、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方面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该课程的实践性很强，边学习边实践才可以担负起这个重要的角色。但在目前非常有限的教学课时内，

采用传统模式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多方面的科学思维无法得到培养和锻炼。 

3. 《机械系统设计》课程的育人内涵 

不同专业对于育人内涵的提炼不同，专业设置的各门课程都是各自不同的载体。《机械系统设计》

课程思政可以从多个方面深层次挖掘和提炼育人内涵。 
1)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设计的能力 
系统是由具有特定功能的，相互间具有有机联系的要素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一个产品通常就是一个

系统，现代机械产品大都是复杂的机械系统。产品设计的创新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次，既可以是通过发

现(挖掘)一种新的需求，进而创造一种产品来实现一种新的意义的跨越式创新，也可以是连续性的或者非

连续性的技术改进的创新。产品设计的创新从时间过程的角度看也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实现，需求分析，

概念设计和详细设计都可以实现创新。在机械系统设计课程的教学中，教师以案例、设计课题和讨论等

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锻炼学生创新设计的能力。 
2) 培养学生在实践中思考的科学精神和与人合作的能力 
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复合型机械专业人才，在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上，需要经

过不断的实践锻炼，在锻炼中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多思考，再改进。这样在反复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

能力得到提高。机械系统设计课程更加注重和强调系统性，以及复杂机械产品的设计。所以，学生进入

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后都是需要与同事朋友配合完成一个系统和产品的完整设计。在课程的教学中，培

养学生同学间合作设计的能力。 
3) 引导和训练学生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的正确思维方式 
任何较大的复杂的系统均可分成若干部分或层次，从时间过程看系统可以分成若干阶段。为了便于

设计，在工程系统设计中，通常需要把一个复杂的完整系统分解为不同的子系统进行设计。对于有耦合

关系的子系统设计来说，一个子系统性能的改进可能会导致另外子系统性能略有下降。从辩证思维的角

度看，另外子系统性能的下降不是一定不能接受的，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另外子系统性能略有下降，

如果和其它子系统可以很好的协调，反而可能提高了整个产品和系统的性能。通过课程中多种方式的教

学引导，锻炼学生在工程实际中必须具备的正确的思维方式。 
4) 引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机械工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机械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和完善，从简单工具到复杂机械，再到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人类

进入到现代化的文明社会。21 世纪，机械的发展已经进入现代化和智能化的阶段。引导学生要关注机械

行业的进步和发展动态，同时也要学生认识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机械工业在很多方面还存在

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需要我们这代人以及后辈的共同努力，激励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4. 构建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基于“机械系统设计”的课程特点，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进行课程的教学改革和课程思政，构建一

个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实现将“机械系统设计”课程的育人内涵内化于课程实际

教学活动中的目的，真正做好“机械系统设计”的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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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内容设计注重开放性 
课程思政体现于教学过程的全元素中，其中之一的元素就是教学内容设计。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内

容必须满足课程大纲的具体要求。“机械系统设计”课程在满足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课程内容

的开放性。一方面体现于课程绪论部分的教学内容。在书本绪论部分的课程目的任务，系统以及机械系

统的概念，特点及实例的介绍基础上，启发学生列举生活中看到并熟悉的案例。不仅仅局限于此，通过

一些案例和视频短片介绍机械行业，学科的历史脉络，发展进步历程，客观地认识我国机械工业发展的

水平和差距，激励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机械系统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3]，教材缺

乏完整的案例分析，从教学主体内容开始，学生自行拟定或选择感兴趣的系统设计课题，将课题的设计

和完成贯穿于教学内容的全过程，加深对课程教学知识点的理解和实践。 
2) 课堂教学注重以互动研讨为主要特征的层次化教学方式 
课堂教学采用层次化教学方式。第一层次主要是按照教学任务的要求教授教学知识点。教材的部分

教学内容安排学生提前学习视频，教师课堂重点讲授核心知识点，以互动提问的方式解决学生感觉疑惑

疑难的问题。第二层次是由课题驱动的教学。基于教学内容的设计，从教学主体内容开始，学生自行拟

定或选择感兴趣的一些系统设计课题。课题需要兼顾知识的综合性、实用性与创新性，又相对比较复杂，

贯穿整个课程教学的始终，将整个课程的知识体系系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设计课题分组完成，同学

自行组成课题小组。跟随课程教学的进度，每个小组同学在各个子系统学习的过程中除去对内容的理解

外还要针对自己的设计课题思考完成自己负责的设计任务，利用适当的课堂教学课时，教师结合课程知

识点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性思维，实现从现实到抽象思维的飞跃，使学生可以在抽象思维的层次思考问题。

再结合每组同学一起的讨论，针对每一个设计课题努力在系统设计方案和结构设计方案的制定中达成一

定的创新，并且方案从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角度都比较合理和具有可操作性，以便更好的驱动系统下

一阶段的详细设计。这一层次的教学教师主要负责引导、启发以及与学生的互动，将课程内容融入学生

的课题中。第三层次主要是全部教学内容完成后各个设计课题的汇报、辩论、展示和改进。在汇报和辩

论的过程中形成反复的互动和交流。通过层次化教学方式，各种信息、知识、经验、观点的碰撞以及学

生在具体课题完成过程中的思考和实践体验，不仅学生的独立思考，与人合作的能力得到了锻炼，正确

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培养，也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3) 课程考评注意结果与过程并重 
为了更好的达成课程的教学目的和要求，“机械系统设计”课程思政更加关注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

获得感。所以，不仅课程考核要多方面考虑最后环节的考评，更要严格课程教学的过程管理。 
课程最后环节的考评主要包含考试试卷和设计课题最终的完成质量。考试试卷主要考核学生对课程

主要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设计课题最终完成的质量重点考核成果水平、报告质量、答辩质量、小组互评。

这部分考评既有每个学生负责部分的完成情况体现，又有同学之间合作能力的考评体现。过程管理主要

关注设计课题的完成过程、课后作业完成质量以及课堂和课后学习过程的表现。设计课题的完成过程主

要考评每一次课题的课堂讨论环节，关注课题进度以及每位同学的投入、参与性和表现。课堂和课后学

习过程表现主要考察学生课堂回答问题和参与讨论的表现。过程管理从多方位更加严格地要求学生，培

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为学生取得最后的好成绩奠定基础。 
整个评价体系达到了对学生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情况，“机械系统设计”课程思政育人内涵的综

合考察的目的，实现了课程评价从结果驱动向结果与过程并重的转变。 

5. 结论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作为机械专业主要专业选修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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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系统设计》课程思政，要根据课程的特点，深层挖掘课程在培养学生创造性、科学精神和科学思

维，引领学生的价值观等多方面的育人内涵，通过课程内容设计，课堂教学和课程考评构建一个以教师

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真正将课程的育人内涵内化于课程的实际教学活动中，实现育人的

“润物细无声”，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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