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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焊接结构制造》是高等学校焊接专业课程中与实际焊接生产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文基于沈阳
理工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培养德才兼备应用型人才的课程建设目标，结合《焊接结构制造》课程特点，深入挖掘课程
思政元素，探讨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实施的各个环节，以达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向同行的教学
效果。

关键词: 课程思政; 《焊接结构制造》课程; 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9677( 2022) 09－0168－03

* 基金项目: 2020 年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项目“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 国家教育部) ; 2020 年辽宁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建设项目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 辽宁省教育厅) ; 沈阳理工大学《焊接结构制造》“课程思政”专项课题项目。

第一作者: 孙焕焕( 1979－) ，女，博士，副教授，从事焊接方向教学与科研工作。

Investigation on Teaching Mode of Welding Structure Manufacturing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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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lding Structure Manufacturing is a specialized course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actual welding
production in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train objection of application－type talents in Material Processing and
Control specialty of Shenyang Ligong University，curriculum ideology politics teaching should be investiga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urse contents an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features and course elements，which will
achieve the excellent teaching effectin the aspect of knowledge transfer and value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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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一定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高等学校应坚持立德树人，发挥教师

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阵地”，课堂教学“主渠道”，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想政治建设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

全过程，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格局［2］。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是沈阳理工大学的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和辽宁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焊接方向是该材料成

型专业的重要分支。基于材料成型专业提出的高水平德才兼备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新时代“课程思政”创新理念，

在焊接方向开设的专业课程中推进课程思政教育具有重要意

义，且势在必行。《焊接结构制造》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焊接方向大四学生的一门重要工艺课，也是实践性、应用性

很强的一门应用技术课，探讨推进“课程思政”教育的实践路

径，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从教学内容、教学实施等方面出发，

改进课堂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全方位融入《焊接结构制造》
课程教学过程当中，期待获得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向同行的

教学效果。同时，以《焊接结构制造》为例，研究课程的思政

背景下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尝试，对推动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

业“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将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推动

作用。

1 教学内容与资源

蕴含思政元素的教学内容与资源是实施“课程思政”教育

的重要资源保障［3］。《焊接结构制造》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

极强的焊接专业课程，在教学内容与资源方面，结合课程内

容，探索“课程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找准思政的切入点，

深入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将其自然地融入到课程

教学中，并在教学中渗透焊接领域所蕴含的科学与创新精神，

以其涵盖的焊接专业知识为载体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将具有

更强大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焊接结构制造》课程以五大模块知识为载体，渗入爱国

情怀、创新意识、工匠精神、职业素养、责任担当等思政元

素，表 1 为思政元素融入《焊接结构制造》课程教学内容与思

政目标。模块一《焊接结构制造应用及发展趋势》，讲述焊接

结构制造的悠久历史、中国制造的重大应用及大型化和高参数

的发展方向，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创新意识。模块二《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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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制造工艺规程》，强调焊接制造标准和规范对于高质量焊

接结构的重要性，培养学生坚定的职业素养和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模块三《焊接结构制造流程与典型焊接结构制造案例》
通过案例教学，渗入理论指导实践方法论，让学生认识到尊重

科学、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未来在工作中科学工作、脚踏实

地。模块四《焊接结构生产质量控制与检验》，讲述焊接质量

控制与检验应贯穿于焊接结构制造的始终，提高学生的焊接质

量意识和责任担当。模块五《焊接清洁生产与技术安全》环

节，强化学生从事焊接结构制造的安全意识、培养良好的操作

习惯，同时进一步认识到生态文明下的绿色制造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

表 1 思政元素融入《焊接结构制造》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目标

Table 1 Teaching contents and objectives of Welding Structure Manufacturing course integrated with ideology politics elements

模块 教学内容 项目 思政目标

模块一 焊接结构制造应用及发展趋势
1. 1 焊接结构制造特点与应用

1. 2 焊接结构制造发展趋势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创新意识

模块二 焊接结构制造工艺规程
2. 1 焊接工艺评定

2. 2 焊接工艺规程

强化学生的职业素养; 培养精益求精

的工匠精神

模块三
焊接结构制造流程与典型焊接结构制

造案例

3. 1 零件加工工艺

3. 2 焊接结构装配与工艺装备

3. 3 焊接生产机械化与自动化

3. 4 典型焊接结构制造技术

引领学生尊重科学、实事求是; 未来

能够科学工作、脚踏实地

模块四 焊接结构生产质量控制与检验

4. 1 焊接生产质量管理

4. 2 焊接生产质量控制

4. 3 焊接缺陷

培养学生的质量意识和责任担当

模块五 焊接清洁生产与技术安全
5. 1 焊接清洁生产

5. 2 焊接技术安全

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 渗透绿色制造

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2 教学实施环节

2. 1 课程团队建设

教师是 教 学 活 动 的 组 织 者，也 是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的 实 施

者［4］。所以要想将课程思政建设贯彻到《焊接结构制造》的授

课中，必须要以具有良好思想政治素养的教学团队建设为先

导。只有授课教师具备了课程思政的教学意识，才能很好地付

诸于课程思政的行动。课程团队应该是: ( 1) 协同育人的钻研

型队伍，团队教师要全员参与课程思政的元素挖掘、整体规

划、内容设计，共同备课、开展研讨，适时进行教学反思，形

成课程思政建设的教育共同体; ( 2) 勇于进取的提高型队伍，

团队教师要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的师德培训，认真学习、深刻

领悟，从而把握准课程思政建设的方向; ( 3) 脚踏实地的实践

型队伍，团队教师要经常赴焊接相关企业的生产一线，现场学

习，参与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及校企项目合作，解决企业实际工

程问题，打造一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师双能型”教学能

手; ( 4) 广纳贤才的开放型队伍，团队教师可以从焊接企业中

聘请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或优秀校友作为兼职教师，共同开展

课程设计，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的指导水平。

2. 2 教学方法设计

创新改进的课堂教学设计是实施“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效

途径方法［5］。以专业课程作为思政教育的载体，结合课程教学

内容，将精心设计的思政案例自然融入课堂教学中，实现思政

教育的潜移默化，才能达到润物无声的教学育人效果。基于

《焊接结构制造》课程涉及内容多、课时少的特点，其思政教

学模式、教学方式与方法均需多样化，即鉴于课程五大模块内

容特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与方法，保证有效利用授课时

间，并获得最佳的授课效果。如模块一，改变以往教师喋喋不

休“满堂灌”授课方式为学生高度参与的“翻转课堂”，课前

安排学生自学“焊接结构制造应用及发展趋势”相关的视频资

源，布置思考作业，课上采取分组讨论方式让学生谈收获、谈

感想，通过交流、讨论进一步激发学生们爱国情怀和创新意

识。模块二和模块三，把企业专家请进课堂，带来企业最新工

程案例，分析案例成功与失败原因，提出解决问题措施，并开

展企业专家、团队教师与学生全员参与的互动式教学模式，提

高学生的课程参与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找到运用

所学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切入点，并建立质量

为先、精益求精的职业意识。模块四和模块五，采用企业焊接

结构检验必要性和企业焊接安全生产事故为教学案例，通过视

频让学生“走进”焊接生产，在这些未来焊接结构建设者的脑

海中种下质量安全、生命至上的种子。

2. 3 考评方法改革

定期对课程思政工作进行科学评价，衡量课程的教学效

果，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改进方法。《焊接结构制造》课程中

融入思政元素，其考评方式除了要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和工程

能力两方面考核外，还应包含人文维度、自学能力、学科应

用、安全意识、责任担当五个方面，鉴于各模块的教学目标和

教学内容，考核评价应该贯穿于课程的五大教学模块之中( 见

表 2) ，考核比重可以根据课程发展及考核的有效性来进行动态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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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融入思政元素的课程考评内容
Table 2 Course evaluation contents with ideology politics elements

考核内容 对应模块 考评点

基础知识 模块二、模块三、模块四 学生对焊接结构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工程能力 模块二、模块三 学生分析和解决焊接结构工程问题的能力

人文维度 模块一、模块二、模块三 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与思想感悟

自学能力 模块一、模块四、模块五 学生对与课程相关内容学习理解的程度

学科应用 模块一 学生对课程内容在国内外领域应用的了解

安全意识 模块三、模块四 学生对质量安全和人身安全的重视

责任担当 模块一、模块四、模块五 学生对作为焊接工作者的责任意识和责任担当

3 结 语

建设高水平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培养符合新
时代要求的德才兼备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需要提高每一位专
业教师的育人能力、提升每一门专业课程的育人效果。《焊接
结构制造》作为我校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焊接方向的应用
型专业课，探索专业知识与思政融合、工程能力素养培养与价
值观引领融合的全新教学模式，以实现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
育同向同行，实现立德树人目标和全方位育人格局，是新时代
对课程建设与改革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任课团队中每一课教师
责无旁贷的责任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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