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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目标立德树人是根本，而最大的课程思政首先是对学生的共情和

关爱，教师更多的理解关爱学生，增进师生互信，让学生愿意与老师倾述也愿

意听取老师合理化的建议。其次才是教师精研课程，熟中生巧，追根溯源，前

沿追踪，发掘应用，提炼科学精神、哲学方法和艺术魅力，将其融于知识的传

授中，让难者易、烦者简、丑者美、枯燥者有趣、浅显者深刻。基于此，我们

打造了四性目标->精品资源->特色平台->有效教法->高水平师资队伍的专业

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和融合教学模式，如图 1。 

 

图 1.《流体力学》课程思政体系及融合教学模式 

该成果提出课程四性思政目标，凝练 15 大类思政范畴 60个经典案例和教

案讲义，自建流体力学课程思政全国首门国家级慕课和全国首门公选课，培养

了一支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课程思政特色师资队伍。形成了课外自建慕课和公

选课全员全过程选修、课内与教材教法完美融合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课程思



政同时激活了教师的科学素养、研究热情和学生的创新及创造力。 

一、凝练课程思政四性目标 

《流体力学》课程属于许多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从内容和学科性质看，

具有基础通识性、理科性、工科性和文艺性四重性质。根据教育部印发《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了四性思政具体教学目标：①基础通识性-

要结合专业知识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②理科性-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学伦理的教育，培养

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③工科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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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文艺性-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积极弘

扬中华美育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增强文化自信。 

二、挖掘思政元素提炼精品资源 

《流体力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根据《流体力学》课程特点和

我校专业情况，课程目标确定的指导思想为：强化重点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与掌

握；突出生活和工程应用能力培养；融合历史、前沿、科学、哲学和文艺等。

根据课程目标和思政目标，尽所能挖掘全部思政元素，然后通过团队老师讨论

筛选和课堂实践，提炼出十六大思政范畴约 60 个经典案例。如表 1。 

表 1.流体力学课程思政范畴和案例 

 思政范畴 思政案例（知识点及思政融合点） 

家国

情怀 

民族自信 

家国情怀 

古老文明 

艺术品味 

优秀文化 

迷人九寨水 

春江花月夜名诗 

春江花夜名曲 

流动名画欣赏 

中国智慧都江堰（质量守恒和二次流应用） 



美育精神 

哲学

与科

学 

哲学思考 

世界观 

方法论 

科学伦理 

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 

科学方法 

 

海天之蓝-流体作祟（瑞利和拉曼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粘性定律及发现（牛顿科学精神） 

对平衡和惯性力的再思考，探索自然奥秘 

伯努利-做人做事做学问、科学原理的广泛应用 

湍流之秘（矛盾和辩证法、确定性和随机性统一） 

湍流粘性和混合长思想（共性类比） 

粗糙减阻-挑战常识； 

虹吸原理公道杯及其启示（中国文化魅力和西方科学精神） 

电流水流热流交通流（普遍联系、共性个性） 

公道杯（探索精神、科学奥秘）； 

曲面压力 平面求解—复杂问题解决之道 

因次分析方法-复杂问题解决之道 

雷诺实验和管流阻力计算（复杂问题解决之道：分类） 

实际粗糙问题的解决（复杂问题的解决之道：当量粗糙） 

非圆管道阻力处理方法（复杂问题的解决之道：当量直径） 



哲学

与科

学 

哲学思考  

世界观    

方法论 

科学伦理 

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 

科学方法 

 

模型实验的意义—复杂问题解决之道：借鸡生蛋 

模型与原型之间的联系理解（抓住主要矛盾） 

流动叠加：理解复杂世界的简单性 

普朗特边界层理论（复杂问题解决之道：抓住主要矛盾） 

仿生减阻-虚心向大自然学习 

射流速度分布（共性相似） 

流体运动分解前沿进展（怀疑和批判） 

周易、中医与数学模型 

矢量线、涡通量连续性（共性类比） 

本构方程及重要意义； 

两大微分方程的本质和意义（守恒律） 

牛顿粘性定律推广（问题质疑） 

N-S 方程的历史和湍流谜题（科学启迪和自然之谜） 

相似现象（共性-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 

相似性的生活应用 

冯卡门-卡门涡街、钱学森、普朗特、牛顿、达芬奇、亥姆

霍兹、雷诺、欧拉、帕斯卡、尼古拉兹 

工程

应用 

工程案例 

工程伦理 

工匠精神 

大国工程三峡大坝（水下物体静压力计算连通器原理应用） 

三峡大坝静压力计算（三峡工程利弊讨论、社会环境与生态） 

空客 A380 飞机升力计算（飞机设计和运行） 

雾炮机和高压干雾设备工程应用（保护环境保护人类自己） 

手把手踢好香蕉球；车船减阻；船吸车吸效应；机械空蚀 

中国 4200 公里西气东输管线的阻力和能耗计算； 



三峡大坝泄洪孔关键技术（前沿进展） 

水锤泵（水击弊大利也大）；（水）火箭； 

 

三、建设全国独具特色的《流体力学》课程思政教学平台 

包括自建国内首门《流动美鉴赏与哲学科学启示》全校公选课、《流体力

学之美与哲学科学启示》全国独创的国家级慕课和以思政为特色的《流体力学》

自治区一流混合课程。 

（1）建设国内首门《流动美鉴赏与哲学科学启示》全校公选课 

流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大至宇宙天体，小到真空虚无。世界因之而多

彩，生命因之而存在。漫漫历史长河里，人们学会了欣赏它为我们带来的美，

同时学会了如何让它为我们所用，最为神奇的是人们居然能用数与形来描述如

此壮美而又复杂的流动，这当然要感谢流体力学大师们所做的尝试和努力，那

就让他们带领我们去看看流动之美，看看基本的流体力学定律和其中的智慧、

思想、方法及科学启示吧。鉴于多年对《流体力学》课程思政的沉淀积累、思

考实践，最后水到渠成，于 2017 年建成《流动美鉴赏与哲学科学启示》全校

公选课，1 学分，内容见表 2。 

表 2.教学方式及学时分配 

序号 主要内容 教学方式 学时 辅导答疑比例 

1 第一讲 流动美赏析（4h） 讲授讨论 4 8：1 

2 第二讲 中国著名水利工程（2h） 讲授讨论 2 8：1 

3 第三讲 达芬奇与流体（2h） 讲授讨论 2 8：1 

4 第四讲 牛顿与流体（2h） 讲授讨论 2 8：1 

5 第五讲 伯努利与流体（2h） 讲授讨论 2 8：1 

6 第六讲 塔科马桥与冯卡门（2h） 讲授讨论 2 8：1 

7 第七讲 洛伦茨与混沌（2h） 讲授讨论 2 8：1 



公选课以 8 次讲座的形式面向全校各个专业的学生开课，受到了学生们的

喜爱，而且许多同学从此爱上了《流体力学》，因此许多开设《流体力学》课

程专业的学生相互推荐提前选修该课程。 

（2）建设《流体力学之美与哲学科学启示》全国独创的国家级慕课 

由于《流动美鉴赏与哲学科学启示》全校公选课开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功，

学校于 2019 年推荐自治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并于当年秋季上线智慧树平台

面向全国开放，至今已有全国 30 多所学校选课（包括公众开放方式）。该课程

是在《流动美鉴赏与哲学科学启示》公选课基础上继续精炼而成，现为自治区

一流课程和国家慕课，主要内容分为下述五章： 

 

第一章流动的美与妙 

1.1 九寨归来不看水郑坤灿 

1.2 破解蓝天之谜（瑞利勋爵） 

1.3 破解蓝海之谜（拉曼） 

1.4 流动的星空（梵高） 

1.5 春江花月夜名诗赏析 

1.6 春江花月夜名乐赏析 

1.7 都江堰与中国智慧 

第二章达芬奇也是流体力学大师 

2.1 绝无仅有的天才和全才 

2.2 蒙娜丽莎画作鉴赏（1） 

2.3 蒙娜丽莎画作鉴赏（2） 

2.4 飞行之父和质量守恒定律发

现 2.5 质能守恒大统一 

2.6 天才亦是凡人（1） 

2.7 天才亦是凡人（2） 

2.8 流体动力学和水利工程设计 

2.9 三峡巨门水中受压计算 

第三章神秘的炼金术士牛顿 

3.1 为黑暗赐予光明的人 

3.2 勤奋的炼金术士 

3.3 水桶实验—至今未解之谜 

3.4 粘性流体力学之父 

3.5 神奇的非牛顿流体 



第四章万能的伯努利原理 

4.1 伯努利及其万能原理 

4.2 公道杯之谜 

4.3 伯努利原理教你踢香蕉球 

4.4 天花板上赛车是怎么回事？ 

4.5 小小气泡撼动钢铁巨无霸怎

么回事？ 

第五章卡门涡街趣事 

5.1 塔科马大桥风毁（一） 

5.2 塔科马大桥风毁（二） 

5.3 卡门及其涡街趣事 

 

    2021 年，我们将该课程内容全部上线哔哩哔哩和部分上线好看

视频，受到全国《流体力学》同仁们广泛关注，到目前学习人数增至

约 1.5 万人。 

（3）建设《流体力学》自治区一流混合课程 

《流体力学》混合课程以课程思政为特色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线

上线下一流混合课程，线上开辟课程思政栏目“流体力学之美与妙”

和“流体力学科学园”，引导学生溯源历史、追踪前沿、朝拜大师、

探索发现、欣赏流体力学的美和妙，同时也介绍我们团队关于流体力

学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及国内国际影响。主要栏目包括： 

   



四、建设《流体力学》课程思政融合教学模式 

（1）课程思政课外融合 

课程大纲设置《流动美鉴赏与哲学科学启示》公选课或者《流体

力学之美与哲学科学启示》国家慕课为建议先修课程，提升人文、科

学、哲学和工程素养，让学生提前爱上《流体力学》，克服对课程的

恐惧心理。开课期建议没有先修的同学再同步选修，同时我们会根据

课程内容安排同学们重点学习某些章节内容，留下自己的感悟体会，

在学习《流体力学》的课程中同步感受《流体力学》的美与妙。后续

对学分不够的同学继续引导选修，增加对《流体力学》的思想、方法

和课程精髓进一步的回味和思考，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储备相应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最后，同学们可以在哔哩哔哩或者好看视频网站终

身品味，作为一身受用的陪伴。 

（2）课程思政课内融合 

课内融合主要通过案例导入、原理思想方法、案例实践、科研创

新嵌套在“543”教学法中，浸润渗透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如盐溶海

水，效浓却又不留痕迹。 

案例 4 步法：案例导入让学生明了学习目的和核心内容，做到有

的放矢，掌握案例就掌握了重要的内容、方法和能力，工程案例如三

峡大坝、大飞机、航天器等。自由实验案例和科研案例本身就是思政

内容，涵盖了工程素养、科研方法和创新创造等范畴。 

原理 5 步法：直观讲解抓主事物本质；定性应用在生活趣味实践

中与学生探索原理应用、发现和科学思考的乐趣；简单定量计算删繁



就简突出主要矛盾进行简化计算；逐渐综合定量计算循序渐进达到复

杂工程问题的解决，精益求精熟能生巧；最后再进行原理证明更能体

验数学之美和发现之趣。 

概念 3 步法：望文生义从概念来源认知概念，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联系实物从大脑认知规律理解概念，图像和情景能最大限度调动大脑

神经元和各个功能区的协调运转，自发提升主动性，使概念易记易用；

抓本质感悟和应用哲学中的矛盾和普遍联系、共性与个性、相对与绝

对等基本理论、方法和思维。 

所以从知识到教法、学法，到分析和应用无不渗透思政元素，但

又道法自然，妙手天成，充分体现出思政融合的内涵和外延。 

四、培养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珍爱学生，快乐相伴，鼓励个性，健康

发展。”是我们的教学理念。教师学高身正，方能立德树人。实事求

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建设《流体力学》师资队伍的指导方针。

根据我校学科和课程基础薄弱的实际情况，我们静下心来，以教学为

抓手，10 年之功，精研教材和教法，啃教学中难啃的骨头，提炼流

体力学的历史趣味、思想方法、科研精神、哲学思维和人文情怀，追

踪流体力学的学科前沿进展。这些全面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科研

素养，激发了教师的创新和创造力。教师在流体力学的教学和科学研

究中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成果。《流体力学》获智慧树课程思政案例

示范大赛全国特等奖和二等奖各一项，《流体力学》、《流体力之美与

哲学科学启示》和《流体输送与输配》被认定为自治区本科一流课程，



《高等流体力学》被认定为自治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团队近年来培

养了《流体力学》自治区课程思政教学名师 4 人、《流体力学》自治

区高校创新大赛团队一等奖 4 人次、自治区《流体力学》课程思政教

学团队 4 人次、《流体力学》自治区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

二等奖 1人次、自治区杰出青年 1人、自治区草原英才 2 人、自治区

321 工程 1 人、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1 人和国际清洁能

源拔尖人才 1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