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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的工科教育，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学科的交叉性和前沿性，还需确立具

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本文以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机械工程学科前沿》为例，结合专业特点挖掘各

专题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合到课程的讲授过程中。探讨了如何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充分

合理地开展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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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emporary engineering education not only requires students to master solid basic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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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understand the intersection and frontier of disciplines, but also establishes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This study takes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urse “Fron-
tie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combines the course characteristics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each topic, and integrates them into the course 
teaching process.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how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lly and reasonably while completing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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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05 月 28 日，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1]。其中指出：在讲

授专业教育课程，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

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度及温度。尤其是工学类专

业课程，要注重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

怀和使命担当。新工科背景下的高等教育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还要注重学生的品德和素质的培养。

专业课程是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这就需要授课教师根据专业特色，挖掘凝练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

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很多教师在《机械动力学》、《机械工程材料》、《材料力学性能》、《包装技术》

等专业课程中，从不同方面为切入点挖掘理工科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到专业知识的讲解过程

中[2] [3] [4] [5]。本文以《机械工程学科前沿》课程为例，通过深度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专业课教

学有机融合，引导学进行积极的价值追求，让学生在了解机械工程学科前沿的同时塑造正确价值观。 

2. 课程简介 

《机械工程学科前沿》是为机械工程专业学生开设的重要专业课程，主要介绍机械工程学科的领域

前沿及发展动态。1) 教学背景：机械工程学科在各大领域内都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与成果，出现了

微纳制造、仿生及生物制造、微电子制造等新领域，还出现并发展了仿生机械学、纳米摩擦学、制造信

息学等新的交叉学科。雒建斌[6]指出了几项可能影响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包括仿生技术、纳米技术、

3D 打印技术，超快激光技术等。机械工程又从各个学科和技术的进步中得到改进和创新的能力。2) 教
学目标：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方法，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和视

野的目的。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书面表达能力和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就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相关领域的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通过本课程学习，帮助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培

养创新能力，启发科研思路，为学生今后选择感兴趣的专业技术方向奠定基础。3) 教学内容：讲述机械

工程学科的研究进展、技术创新进展，以及某些重要领域的前沿动态等。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机械工

程学科概述、摩擦学专题、智能制造专题、纳米材料专题等。4) 教学要求：培养适应新形势下新工科建

设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础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学科的交叉性和前沿性，更要在思想

觉悟得到提升。在深入领会《纲要》的精神，本门课程作为机械类专业学生的专业课，需要课程讲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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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加入思政目标。就要求教师在平时上课时考虑教学目标，结合教学内容，把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进

行深入挖掘，并为学生讲授，做到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教育的有机结合。 

3. 探索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在《机械工程学科前沿》这门课中主要分为摩擦学、智能制造和纳米材料等几个专题，蕴含了丰富

的思政内容。下面就对如何挖掘本门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在授课过程中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

塑造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详细说明。  

3.1. 绪论部分 

在讲授绪论部分时，结合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国情，分别从国家和社会两方面进行思政元素的探索，

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方法如下：1) 从时事热点作为切入点，神舟十三号圆满完成载人航天飞行任

务，标志着我国太空技术的发展，中国摆脱对西方的技术依赖，对世界和平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体现了

祖国的科技力量越来越强大，在强国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我国雄厚的大国实力。在瞬息万

变的国际形势中，尤其是最近的“俄乌冲突”，给我们敲醒了警钟，世界列强的霸权主义仍然存在。要

鼓励学生建立“科技兴邦”的理念，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学生能够正确认识中国发展与世界变化，理

解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2) 从电影情节作为切入点，介绍了《阿丽塔》中半

人半机械的生理结构的阿丽塔为了改变世界勇敢奋斗的故事。然后延伸介绍现实生活中应用仿生手臂的

英国少女 Tilly Lockey。再介绍我国残疾人口假肢的整体供求状况，我国肢体残疾人口总数超过 2400 万。

但国内高档假肢 70%市场由国外厂商垄断，目前仍有约 50%的截肢者没有穿戴假肢。通过这部分内容的

讲授，启发学生对于机械领域的学生来说，如何打破国际垄断，为我国残疾人造福？鼓励学生立志根据

自身专业知识，为国分忧，解决“卡脖子”问题，来应对国际科技合作以及环境恶化等多重挑战，以实

现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目标。 

3.2. 摩擦学专题 

在摩擦学专题中介绍了我国高铁和奥运所取得的成就，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我国的高铁建设取得

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我国的火车经过 6 次大提速，时速由 60 km/h 提高到近 400 km/h。但水面舰船与

水下航行体的航速却一直难以提高，邮轮、货轮和潜艇的速度基本上被限制在 28 km/h 以内，就连作为

军事武器的鱼雷速度也仅有 40 km/h，其主要原因是水中的阻力比空气中大几个数量级。无论从国民经济

还是国防建设来说，海洋方面的科学研究都显得尤为重要。引导学生认识到海洋领域还有待于更深入的

研究。对于“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海洋大学”为奋斗目标的广东海洋大学，尤其教育学生

要从以研究海洋相关的科学及技术为己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科技助力冬奥，彰显大国担当和自信，

推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我国的研究团队协助国家队自行车队获得 2016 里约奥运金牌突破，帮助香

港自行车取得 2012 伦敦奥运奖牌突破。创造历史的“中国飞人”苏炳添，背后的科技团队负责体能训练、

技战术监控、生理生化指标监控等科学攻关[7]。第二十四届北京冬奥会，我国运动员取得的很多傲人战

绩，都离不开科研团队的支持。例如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的研究成果我国运动员的冰上项目的成

绩起到了助力作用。在讲授此专题过程中，鼓励培养学生建立科技兴邦的理念，为“科技奥运”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培养爱国情怀和提升国家荣誉感。 

3.3. 智能制造专题 

在讲授现代智能制造专题时，介绍“工业 4.0”、“互联网+工业”以及“中国制造 2025 等”现代智

能制造的相关战略，目标都是实现更加智能的生产制造过程。智能制造给人们的生产方式(例如：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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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美的等智能工厂)和生活方式(百度无人出租车、阿里无人超市和无人酒店等)带来了诸多方便。我

国现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很多品牌也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但目前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夹击，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抢占制造业的高端市场，另一方

面发展中国家因其具有较低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加快发展制造业挺近中低端市场。在当前我国制造业

面临的严峻形势下，培养学生的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随着科技的发展，对机械工程领域的加工精

度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相应的加工设备和工艺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实例进行教育，在加工设

备编程的过程中，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就会导致整个程序不能正常运行，一个零件几微米的误差就可能

会导致严重的事故。在讲授本专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鼓励学生要在学习

和科研中，养成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并教育学生要恪守学术规范，具备求真务实的学术作风。 

3.4. 纳米材料专题 

在纳米材料专题中，讲授了纳米材料的尺寸效应，表面界面效应以及宏观量子隧道效应，并介绍了

其在微电子、医药生物、能源环保、摩擦润滑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典型实例讲授：对荷叶的表面微观结

构及材料进行仿生，获得的超疏水表面，可广泛应用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纳米级微小粒子组成的超材

料，可让光线拐弯，绕过障碍物，据此研制的隐形材料可应用于军事和国防领域。碳纳米管尺寸只有头

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但它的导电率是 1 万倍，强度是钢的 100 倍而重量只有钢的六分之一。可以应用于

触屏，并在无污染汽车方面有着潜在应用。根据纳米材料的不同特性制备不同的复合材料，调控纳米材

料的成分、配比、分布状态等来提高材料的性能，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防污，摩擦发电等领域。纳米

科技引发一系列新的科技革命，纳米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很多领域都实现了创新。创新是我国科

技进步的前提，极大地推动未来学科和经济的发展。在本专题的讲授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挖掘创新思维

带来的科技创造、科技突破等元素，帮助学生树立创新观念，积极培养创新思维和综合能力。 

4. 结语 

本文讨论在《机械工程学科前沿》专业课程的概述及三个专题中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包括对国家和

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培养爱国情怀和提升国家荣誉感，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科技兴邦、创新兴国

等思政元素。合理地设计机械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内容，并将其融合到课程的讲授过程中，完成

《机械工程学科前沿》课程的思政目标。旨在培养既有扎实专业水平，又有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新时

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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