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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一步促进《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文章以“制造强国”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目标，以

学生就业为导向，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和方案，正向促进学生知识能

力体系的构建和思政德育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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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for the cours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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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manufacturing a strong country”, 
aims to cultivate morality and cultivate talents, and is guided by student employment. It fully ex-
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formulate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eaching design and plan, and positive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s’ knowledge and 
ability system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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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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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随着近些年来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深入推进，制造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2]。

快速高水平推进我国制造业发展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制造强国”的

必由之路。《机械制造技术》作为装备制造大类一门极为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其深刻契合我国近年来提

出的“中国制造 2025”和“制造强国”战略，其所蕴含的丰富的育人主题有待深入发掘。 

2. 《机械制造技术》融入思政元素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要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

大”，“加快建设制造强国”[3]。《机械制造技术》是装备制造大类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涉及材

料、化学、力学、数学、物理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其教学内容涵盖了车、铣、刨、磨、钻等切削成型

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零件成型的装夹及加工工艺设计、零件的装配，即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又兼顾理

论性和实用性。 
机械制造行业最大的特点是与近些年来我国的国情发展规律高度契合，我国是工业制造大国，虽然

近些年来我国工业蒸蒸日上一跃成为了世界制造大国，摘掉了近百年来工业积贫积弱的帽子，但就尖端

技术而言，尤其当涉及到航空、航天、航海及高档数控加工领域时，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技术差

距；其次在我国机械工业进步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无数的爱国科学家和大国工匠，不断推动我国制

造技术的向前发展。 
《机械制造技术》因其所具备的上述诸多特点，该课程已经成为高职教育中课程思政的主阵地。 

3. 《机械制造技术》思政育人关键问题探讨 

职业院校应当培养具有最高职业素质的专业人才，“怎么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为谁培养

人才”这是课程思政需要明确的根本目标[4] [5]。只有明确了根本目标，才能深度挖掘《机械制造技术》

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以显隐结合的方式进行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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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怎么培养人才 

《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涉及理论范围广、课程学习难度大，学生要做到理实结合需要更多时间沉淀；

其次，行业普遍认为“机制比机电见效慢”，也就是说从事机制方向的学生完成从理论到应用、这个过

程比机电方向学生的时间节点要更晚；再者，机加车间普遍噪声大、环境差、体力消耗大。综上而言，

《机械制造技术》课程建设除强调传统的理实结合外及先进的教学方法外，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注意培

养学生“下得去，留得住”的优秀品质。 

3.2.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育人先育德，课程思政的本质是立德树人，培养的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首先“制造强

国”是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巩固我国大国地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力手段；其次结合今年走访企

业情况来看，制造专业人才面临年龄断层问题；所以高职院校制造专业培养的是以“制造强国”为理想

信念、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己任、德才兼备、能够吃苦耐劳、潜心钻研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3. 为谁培养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 [7]。
在此处就明确了全体高校教师一定要矢志不渝的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贯穿为党育人、为国育人

的教育方针，为实现“制造强国”、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培养人才。 

4. 《机械制造技术》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融合 

《机械制造技术》做为装备制造大类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其中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其所包含

的育人主题、思政元素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ypi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表 1. 《机械制造技术》课程典型思政元素 

育人主题大类 典型思政元素 可切入课程内容 

社会价值观 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

越性、四个自信、人文情怀、专业使命感等 
绪论、金属切削基础知识、加工工艺与装备、机

械制造工艺、数控加工技术 

职业精神 大国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团队精神、奉献精神、

人文情怀、爱国精神等 
金属成型、金属切削基本知识、机械加工工艺与

装备、数控加工技术 

职业道德 公共道德、环保意识、责任意识、法规意识、爱岗

敬业、诚实守信、素质修养等 
典型零件装配工艺、刀具角度、现代制造新工艺、

工件装夹及定位 

职业规范 实践实训操作规范、工艺规程设计规范、机械加工

操作规范、夹具设计规范等 典型零件装配工艺、机械加工工艺、夹具设计 

5. 课堂实施——以平面铣削工艺与装备为例 

5.1. 教学内容 

以项目内容——平面铣削工艺与装备为例进行说明。 

5.2. 教学方法 

本案例主要采用：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和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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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施过程 

任务 1：平面铣削概述 
播放视频“强国力量”，让学生从诗朗诵中了解到近些年来我国在制造业方面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

就，以这一系列伟大成就激发学生的专业自豪感，高度树立学生“制造强国、步履铿锵”的专业自豪感，

同时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历程中的一系列爱国事迹典型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在观看视频时以 C919 大飞

机和航天器为例引入整流罩的冯–卡门曲线，讲述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等人为建设祖国，抛弃国外优渥

的生活，突破重重困难回归祖国怀抱的事迹，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同时以航空薄壁零件做为线索引入

本节授课内容。 
任务 2：平面铣削工艺装备 
在讲解铣床即金属加工机床时，引入我国目前高档数控加工设备在全球的行业地位，以我国机床目

前在世界的行业地位、国外对我国高端机床出口的遏制及技术封锁，树立学生的忧患意识，激发学生的

“制造强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忧患意识；结合中国高铁、蛟龙

号潜水器及新时代以来我国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高度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结合中国制造 2025 中“从

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关键部署及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强化学生的使命担

当。 
任务 3：平面铣削工艺 
在讲解平面铣削工艺时以零件的粗糙度、尺寸精度、形位公差为例引出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之

间的联系，引导学生进行哲学思考，树立学生的全局观念，以金属切削工艺参数为例，以切削参数的差

之毫厘引起的零件尺寸精度的谬以千里，强化学生的规矩意识和规范意识；在讲解顺铣、逆铣的时候，

为学生引入对立统一的根本规律。 
任务 4：铣削加工实例 
在讲解铣削加工实例时，以工件的装夹、定位、加工分析、操作步骤、操作要领引入规范意识和操

作规范；以铣刀的圆柱度误差、铣床轴线和进给方向的垂直度、夹紧力和铣削力、铣削热引起的工件变

形为例，让学生自主分组讨论造成误差的原因，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同时借此给学生引入事物见

微知著、普遍联系的辨证唯物主义观念。 

6. 教学效果 

6.1. 案例开展的价值和意义 

《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是为装备制造大类学生开展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该门课程涉及到的理论知识

范围广、综合性极强，该门课程不仅强调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同时也注重实践技能的操作与应用，学生

要并重理论的掌握和实践技能的应用，强调具备合理充分利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其次，

《机械制造技术》课程思政元素的深入贯穿，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思

维、严谨的工作态度；最后，《机械制造技术》课程内容与世界发展潮流高度相关，贴近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做为专任教师要利用好《机械制造技术》这个课程思政的主阵地，对学生进行引导，培养学生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6.2. 思政建设与发展前景 

《机械制造技术》对接工程实际案例，以“制造强国”为背景从大国工匠事迹、国家发展历程、先

进制造技术、先进教育理念着手，采用多措并举的手段，在课程内容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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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兴趣、拓展学生学习思维、在课堂中深入贯彻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机械制造技术》做为一门专业

基础课，不仅仅是思政高地，同时也是实现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知识单元和实现“制造强国”

的有力工具，其在将来仍然是课程思政的高地。 

7. 结语 

我国制造业发展史与我国国情发展深切契合，作为专任教师还应继续深入发掘《机械制造技术》的

课程思政元素，将课程思政元素深入的渗透到课堂当中，起到价值引领作用，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

的育人格局。 
在本项目课程思政案例教学中，还需继续深化以下两点： 
1) 课程思政点有待继续深入发掘，继续丰富思政元素； 
2) 继续丰富教学手段，加强对网络平台教学资源的利用； 
3) 深入对接工程案例，让学生认为学之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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