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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exploration,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f 
Materials Mechanics, and explores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urriculum teaching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both moral integrity and talent. Firstly, the necess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was analyzed, and the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f Materials Mechanics was explored from multiple aspects. Secondly, 
strategies for cre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course content, and the creation of classro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inally, the evaluation method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ere discussed.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the aim i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course Mechanics of Materials, and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ideological 
and moral literacy and engineering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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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材料力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探索、营造与评价方法为题，探讨了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中，以培养德才兼
备的人才。首先，分析了课程思政元素的必要性，从多个方面对《材料力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进行了挖掘探索。其次，
提出了营造思政元素的策略，包括教学环境、学习通课程内容的整合和课堂思政元素营造等方面。最后，讨论了思政元素
评价方法。通过论文的研究，旨在为《材料力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培养具有思想道德素养和工
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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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工程学科在国家建设

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材料力学》作为工程

学科的基础课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传统的《材料

力学》教学往往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培养，而忽略

了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 [1]。在新时

代背景下，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材料力学》教学，营造思

政教学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当今世界，工程领域的挑战日益复杂，需要工程师

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观念 [2]。通过在《材料力学》

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 [3-6]，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工

程教育的质量 [7-10]，更有助于培养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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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旨在深入挖掘《材料力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如红色文化、科学家精神、传统文化、优秀建筑等，探讨如

何将这些元素融入课程教学中，以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

的有机统一，另外，本文还对课程思政教学进行评价方法进

行了思考探索。为培养德才兼备的工程人才，为课程思政建

设提供有益的探索。

2 《材料力学》课程思政元素的探索

2.1 将哲学思想融入课堂教学
在《材料力学》的课堂教学中，融入哲学思想，能使

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学科本质，并提升其思维能力。比如强调

整体与局部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学生建立全面、系统的思维

方式；引入矛盾观点，如强度与韧性、稳定性与轻量化等矛

盾，培养学生辩证思维；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让学生明白

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材料力

学发展与社会需求、技术进步的关系，培养学生历史思维和

跨学科思考能力；最后，强调创新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创

新意识和能力。

2.2 将毕节红色文化融入课堂教学
毕节位于三省交界，红色文化深厚。将此文化融入《材

料力学》教学，不仅使课程更生动，也帮助学生理解红色文

化的内涵。例如，教师可选取与毕节红色文化相关的工程案

例，如长征时的桥梁建设，抗日时的防御工事，结合材料力

学分析，使教学更丰富。介绍如王耀南、郑少南等与毕节有

关的科学家事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此外，组织

学生参与红色文化相关的工程实践，如修缮红色遗址、建设

教育基地等，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工程伦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2.3 将历史优秀文化融入课堂教学
将历史优秀文化融入《材料力学》教学，极富创意。

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智慧与价值观，与力学结合，既有助于学

生理解力学本质，又提升文化素养。如介绍墨家力学思想、

古建筑结构原理，展现古人对力学的探索与现代力学的联

系。提及墨子、张衡等历史文化名人，彰显其对力学发展的

贡献。组织文化与力学讨论，培养学生跨学科思维与创新能

力。这种教学方式不仅传授知识，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

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实现文化与科技的完美结合。通过

文化的力量，使力学课堂更加生动有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与探索欲望。

2.4 将传统建筑文化融入课堂教学
将传统建筑文化融入《工程力学》教学，有助于学生

深化对力学的理解，同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例如，选取代表性古建筑，阐释其力学原理，结合悬山、

斗拱等案例，讲解力学应用。通过实验，如承重能力测试、

地震模拟，让学生亲身体验力学实践。探究建筑风格与文化

寓意，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介绍现代工程中的传统

元素，如斗拱结构、仿古设计，展现传统建筑文化的现代传

承。这种教学方式不仅丰富了工程力学课堂，更在无形中培

育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跨学科思维。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力

学与文化相交融，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工程人才注入新活力。

2.5 将贵州桥梁成就引入课堂教学
将贵州桥梁成就融入《材料力学》教学，独具地方特色，

有助于学生深化力学理解，增强地方自豪感。贵州作为桥梁

之乡，其桥梁建设享有盛誉。教学中可介绍贵州桥梁的发展

历程、主要成就、特色及在全球的影响，展现其文化背景与

工程价值。选取北盘江大桥、平塘大桥等代表性桥梁，结合

材料力学原理，解析其设计、建造与运营中的力学问题，展

现力学的实际应用。组织学生进行贵州桥梁的力学实验与探

究，如测试承载能力、模拟车辆影响，培养实践能力。引导

学生探索贵州桥梁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如民族元素、建造技

艺，深入理解文化背景与价值。介绍现代工程技术中的贵州

桥梁元素，如设计中的贵州元素、建造技术的创新，展现传

承与发展。这种教学方式不仅传授知识，更培养学生的文化

自信与跨学科思维。

3 《材料力学》课程思政教学环境的营造

3.1 教学楼思政元素的营造
教学楼思政元素的营造是思政教学环境的关键环节。

具体方法包括：首先，建立思政教育阵地，如设立思政教室、

长廊等，通过标语、内容展示营造思政氛围。其次，定期举

办思政主题活动，如班会、讲座、展览等，引导学生参与，

增强思政教育实效性。再次，装饰布置中融入思政元素，如

悬挂历史伟人像、展示核心价值观，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

受思政教育。最后，建立专业化的思政教师团队，通过集体

备课、教学研讨等，促进教师交流与合作，共同提升思政教

育质量。

3.2 学习通平台思政元素的营造
利用学习通平台营造思政元素，可从多方面入手：第一，

建立《材料力学》课程思政大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第二，融入思政元素，将党的历史、

国家政策、优秀传统文化等与课程内容结合，潜移默化地影

响学生。第三，开展思政活动，如主题讨论、在线辩论等，

提高学生思政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第四，引入红色资源，让

学生深入了解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增强其爱国主义情感和

民族自豪感。第五，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如在线直播、视频

会议等，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3.3 课堂教学思政元素的营造
在课堂教学中，思政元素的营造至关重要。首先，制

定思政教学目标，确保思政与专业知识紧密结合。教师应深

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为每堂课明确思政目标，确保思

政教育贯穿始终。其次，优化课程思政内容，选择合适的切

入点，结合课程内容，自然融入思政元素。利用案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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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等方式引导学生思考思政问题，增强其思想觉悟和价值

观。再者，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如线上线下结合、翻转课堂等，

提高学生兴趣和参与度。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创新思维和

社会责任感。此外，完善思政评价体系，将学生思政表现纳

入考核，激励学生积极参与思政学习。

4 《材料力学》课程思政的评价

4.1 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提升情况评价
为了量化评价课程思政在《材料力学》课程中对学生

思想道德素养的提升情况，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第一，

通过观察学生在课程中的表现，评估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提

升情况。例如，观察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的参与度、合作精神、

尊重他人意见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在实验和课程设计中对待

工作态度、责任感等方面的表现。第二，设计一份关于学生

思想道德素养的问卷，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在课程思政学

习前后的思想道德素养水平。第三，选取一些与课程思政相

关的实际案例，让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通过学生的分析和

讨论情况，评估学生对思想道德素养的理解和思考能力。第

四，组织学生进行一些与思想道德素养相关的实践活动，如

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等。通过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

评估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团队协作精神等方面的思想道德

素养。

4.2 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评价
为了量化评价课程思政在《材料力学》课程中对学生

团队协作精神的表现，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在

课程中组织学生进行小组项目，观察学生在项目中的表现。

评估学生在小组中的沟通能力、合作态度、任务分配等方面

的情况。第二，在实验环节中，观察学生在实验操作中的合

作情况。评估学生在实验中的任务分工、沟通交流、解决问

题等方面的表现。第三，在课程中设置一些角色扮演活动，

让学生模拟实际工作场景中的团队协作。通过观察学生在角

色扮演中的表现，评估学生的沟通技巧、团队协作能力以及

解决问题的能力。第四，设计一份评价表，包括学生在团队

协作中的沟通交流、合作态度、任务完成情况等方面的评价

指标。

4.3 学生的创新能力发展情况评价
为了量化评价课程思政在《材料力学》课程中对学生

创新能力的发展情况，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在课

程设计中，让学生自主选择或设计实验方案，完成实验并撰

写报告。评估学生在课程设计中表现出的创新思维、问题解

决能力和实验技能。第二，在实验环节中，鼓励学生进行创

新性实验，探索新的实验方法和思路。观察学生在实验中的

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评估学生提出新观点、新方法的勇气

和能力。第三，指导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学术素养。通过论文的选题、研究方法、数据分析和结

论等方面，评估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学术研究能力。第四，鼓

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和提问，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

解。通过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评估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

5 结语

《材料力学》作为土木工程学科的核心课程，不仅是

知识的传递，更是价值观的塑造。论文旨在探索如何将思政

元素融入《材料力学》教学，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工程

伦理和团队合作精神。通过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如科学

家精神、优秀传统文化等，营造思政教学环境，使学生在学

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提升思想境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最后还提出了对课程思政的评价的途径和方

法，这不仅有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工程人才，也为《材料力

学》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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