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程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案例登记表 

表 1.《工程流体力学》课程思政案例 

课程名称 工程流体力学 任课教师 李会芬 

课程类别 专业教育 适用专业 能源与动力工程 

课程学时 本节 2课时（总 48学时） 授课对象 本科 

授课章节 第一章 绪论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2. 知识目标 

认识流体和流体力学；掌握流体的基本特性；掌握作用在流体

上的力及分析方法。 

3.能力目标 

能区分及判断流体的类型；能利用流体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原理

进行一般流体的力学行为的分析。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

容与思政元

素相融合） 

I.思政元素 1：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融合思路：由什么是流体，引导同学们对研究对象的思考，引出固

体流体——流沙，进而引出流沙治理的话题。通过介绍“塞罕坝”

流沙治理事迹和“塞罕坝精神”，对比流沙治理前后的效果，引导

学生理解和体会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背

后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实施过程：由固体流体“流沙”的治理，引导学生进入塞罕坝的故

事之中。通过塞罕坝治理前后图片和视频的观看及治理前后的森林

覆盖率的比较，叠加 2017 年“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和颁奖视频，

让同学们直观认识到“治理流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让同

学们深刻体会“塞罕坝建设者”们身上凸显的牢记使命、艰苦创

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激发同学们学习“塞罕坝精神”，努

力学习，用自己所学服务社会，同时建立“绿色发展”的职业观，

实现绿色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教学成效：激发同学们对专业知识的学习热情，树立学以致用，用

自己所学服务社会，践行国家“绿色发展和经济发展”双赢理念。 

 

II.思政元素 2：都江堰“世纪工程”背后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豪 

 

融合思路：从流体力学的工程应用实例入手，引入闻名世界的世纪

水利工程——都江堰，利用流体力学的知识体系，剖析都江堰工程

设计理念以及工作原理的科学性，在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

自豪感的同时，加深学生对学习流体力学重要性的体会。 

 

实施过程：由提问流体力学工程应用的实例入手，引导学生说出所

知的伟大的流体力学工程。在肯定同学们所提的工程后，通过结合

都江堰的古今规划图和工作原理视频，重点讲解都江堰水利工程建

造过程中所用的“热爆法”及工作原理当中的“二八分沙”“四六

分水”“鱼嘴”“飞沙堰”“内深外浅”等流体力学原理。结合汶

川地震对其微小破坏事例，让同学们感受我国古代水利科学家的专

业性，所建造工程的科学性。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

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流体力学知识，造福人类的热情。 

 

教学成效：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学生努力学习流体

力学知识的热情，树立以科学工程造福人类的理念。 

 

 

  



表 2.《传热学和流体力学》课程思政案例 

课程名称 传热学和流体力学 任课教师 陈彦君、李昌铮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适用专业 机械电子工程 

课程学时 24 授课对象 大三本科生 

授课章节 第八章-四小节 平面上和曲面上的流体压力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培养学生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自豪感，以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

热情。 

2.知识目标 

掌握平面上和曲面上受到的流体压力的计算；能识别归纳出复

杂机电系统里的平面和曲面上的流体压力问题。 

3.能力目标 

掌握运用流体静力学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能运用平

面和曲面上的流体压力计算原理解决复杂机电系统内的相关问题。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

容与思政元

素相融合） 

 

思政元素：三峡水电站重点工程体现出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 

 

融合思路：通过典型的实际案例导入并展开教学，引入三峡工程和

白鹤滩工程，引出我国重点工程的思政元素。 

 

实施过程：在讲述平面上和曲面上的流体压力知识点之前，引入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三峡水电站工程和白鹤滩水电站工程，通过具象

化的视频和图片，让同学们感受到我国重点工程的恢弘气势，体会

到“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培养同学们对社会主

义和祖国的自豪感，以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并提高对本门

课程专业知识学习的热情。 

 

教学成效：培养同学们努力学习、报效国家的精神。 

 

 

 



  



表 3. 《工程热力学》课程思政案例 

课程名称 工程热力学 任课教师 陈春香 

课程类别 通识必修课 适用专业 能源与动力工程 

课程学时 56学时 授课对象 能源与动力工程本科生 

授课章节 第十一章 蒸汽动力循环 

教学目标 

1. 思政目标 

让学生通过深入了解中国工业技术的发展现状以及发展历史，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主动投身振兴中

国工业的伟业。 

2. 知识目标 

了解蒸汽动力循环设备的组成、循环过程以及影响循环热效率

的因素；掌握蒸汽动力循环的四个过程及其在 p-V 图和 T-s 图上的

表示、循环过程状态参数的变化；掌握蒸汽动力循环图表的应用；

熟悉提高蒸汽动力循环热效率的措施。 

3. 能力目标 

学会用 p-v 图、T-s 图和 H-s 图解决实际蒸汽动力循环工程中

的问题。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

容与思政元

素相融合） 

 

思政元素：爱国主义情怀和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 

 

融合思路：融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汽机带来的社会影响

和历史变革，在引导学生们深刻理解科技创新的重大价值的同时，

激发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以及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 

 

实施过程：在讲汽轮机工作过程的 p-v图和 T-s 图时，介绍蒸汽机

的发明是如何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帮助那个曾经欺压中国签订《南

京条约》，迫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第

一霸主的耻辱历史，引导学生对实体经济（工业）、对科技创新能

力的思考以及自立自强重要性的认识。 

 

教学成效：坚定了学生们的学习目标，学生和老师的互动变多了，

愿意主动回答问题的人变得更多，学生们在整节课中都保持着很高

的兴趣。在下课时听到部分学生在讨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中国的生



产方式。 

授课章节 第十二章 气体动力循环 

教学目标 

1.思政目标 

引导学生了解我国乃至世界燃气轮机、内燃机的发展状况，熟

悉本专业在工业中的定位和作用, 培养学生们的忧患意识，增强民

族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提高学

生探索知识的兴趣。 

2.知识目标 

了解燃气轮机的工作原理，掌握燃气轮机在气体压缩、膨胀过

程的热力学分析；掌握单级活塞式内燃机的工作原理；掌握气体动

力循环热效率提高的方法和措施。 

3.能力目标 

具备分析气体动力循环工程热力学问题的能力，能运用常用工

质物性公式、图表和热力学基本定律等进行气体动力循环热力过程

问题的分析和计算，培养学生发现、思辨、表达和解决实际工程热

力问题的能力。 

课程思政设

计（教学内

容与思政元

素相融合） 

 

思政元素：中国“双碳”政策背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合思路：结合化石能源短缺以及温室效应的世界性议题，与学生

共同解读中国政府实行“双碳”政策背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国家政策对产业发展带来的社会意义；同时，引

导学生们建立绿色发展观和主动适应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实施过程：在讲解单级活塞式内燃机的工作原理时，引入我国内燃

机的发展历史，通过当前电车的竞争、能源短缺、温室效应等问题

的引入，让学生们思考内燃机的发展前景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之间的关系，以培养学生们的忧患意识；同时提醒同学们，所谓的

热门行业都是该行业处在供不应求的发展阶段，只是周期性的相对

结果，当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面临生存空间被挤压的境

况。只有建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和习惯，不断努力、不断革新技术，

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时代淘汰、不被行业淘汰。布置小组任务——即

按 5人 1小组，准备一节关于内燃机和燃气轮机的介绍。加强同学

们对本节知识的深入了解和掌握，拓展同学们的知识面。 



 

教学成效：无论是课上还是线上（课程 QQ群），学生们的讨论和

交流明显变多，大家对燃气轮机相关知识的探索兴趣变得浓厚起

来。通过本章节的学习，同学们对专业知识的探索欲望变得更高

了。此外，学生更加清楚自己的定位，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的劲头。

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学生们的作业完成的更好，知识掌握的更加

扎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