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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思政和数据驱动结合的视角来审视理论力学课程教学的智能化趋势，讨论了传统教学方法的现代

化转型的必要性。从智能化教学平台、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项目驱动等方面给出了理论力学教学智能

化升级的优势。数据驱动与思政教育是未来基础教育的发展趋势，这种融合可以加快优质资源快速共享，

同时提升理论力学教学的整体水平。探索力学学科的高等教育智能化升级模式，培养新工科背景下所需

要的应用型人才，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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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intelligent trend in the teaching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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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data driven approaches, discuss-
ing the necessity of moderniz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 benefits of intelligent enhance-
ment in the education of theoretical mechanics are discussed through various dimensions, includ-
ing intelligent teaching platforms, tailored learning pathways, and project-based methodologies. 
Additionally,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driven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represents a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in basic education. This integr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facilitate the swift dis-
semina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thereby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instruc-
tion in theoretical mechanic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telligent upgrading models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mechanics, aimed at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professionals re-
quired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thereby addressing the evolving de-
mand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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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今年完成了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测算，与去年相比，我国在全球的位次上升 2
位，位列 21 位，仍是 10 年来进步最快的国家。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

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

育强国的重大决策，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1]。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指引下，教育强国建设各项工作加快推进，数字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新赛道取得重大突破。 
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中 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国内主要为理工科)学科占比位于各国前

列，持续保持在 40%以上，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2]。力学是基础科学和工程

技术的中枢和桥梁，在中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上，理论力学的教学须抓住数字化发展新机遇，高度重

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影响，同时推动高校思政课智能升级、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3]。
通过数据分析深度挖掘理论力学教育的关键要素，加快优质资源快速共享，探索新时代传统学科的高等

教育智能化升级模式。 

2. 理论力学教学“思政引领 + 数据驱动”智能化升级的重要性 

传统课程的智能化升级是一项系统工程，而课程思政是理论力学教学智能化升级的灵魂。作为应用

型高校院所，人才培养不仅要注重专业技能的提升，更要注重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在智能化升级过程

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中，提高学生们的职业道德水平与法律意识，为未来的职业发

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理论力学课程的特点是概念多、公式多、逻辑严谨、计算烦琐[4]，受诸多外向特点的影响，通常被

视为枯燥且困难的学科。在传统教学中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有效弥补传统方法上的不足，提升教学

效率与质量，增强互动性和参与度，丰富教学内容与形式[5]。即可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育人功能，培养

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以科学问题为导向，激发学生探索欲和创造力[6]。因此，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

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双赢的局面。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为思政教育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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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更加符合现代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思政引领则保证了这些先进技术被用来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和社

会责任感的新一代青年。这种融合不仅可以提升理论力学教学的整体水平，也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3. 理论力学教学智能化升级策略的具体内容 

3.1. 思政引领 

3.1.1. 结合力学学科背景，突出理论力学学科定位和人文内涵 
结合课程的育人要求和特点，深挖思政教育资源。通过中国古代的力学智慧，如古代建筑结构的设

计原理，如应县木塔，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最古老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塔高约 67.31 米，各个部分通

过榫卯结构连接，共有九层，底层直径约为 30 米。应县木塔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精湛的工艺而闻名，

被誉为“木结构建筑的瑰宝”，展示我国传统智慧与基础力学知识的碰撞及其中蕴含的创新精神。从应

县木塔开始开启理论力学知识的系统学习，逐步了解力学中的人文精神、力学家的家国情怀，帮助学生

在国际视野中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增强文化自信。同时鼓励学生参加科普讲座或展览，向公众普及力学知

识，提高全民科学素养。适时引入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学习，如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条例等，让学生

了解法律手段保障公民权益，培养守法意识。 

3.1.2. 设计与工程伦理相关的案例，提升未来工程师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在理论力学的项目教学中引入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实际工程中的伦理问题，如桥梁坍塌事故、建筑

结构的安全性等，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诚信”。同时通过小组形式完成力学实验或

设计任务，突出工作中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培养学生间的互助精神和集体主义意识。引导学生对案例展

开思考与讨论，提交汇报总结。从完成“学生作业”到“工程应用”的转变，使他们从专业学习初期就注

意技术方案的可行性、经济性分析，以适应市场经济对技术人员的要求，同时提高道德判断能力与自我

约束能力。 

3.1.3. 拓展授课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制造业人才 
优化内容供给，完善教学方法，体现思想性、前沿性与时代性[7]。组织参与并指导学生参加相关竞

赛活动，通过文献资料查询、竞赛方案设计、实验结果分析归纳等方面，多角度地培养学生从事科研工

作的能力。邀请业内的专家或企业家进行专题讲座，分享前沿技术创新和项目管理方面的最新经验。组

织学生参观先进的智能制造车间或科研院所，体验现代化生产流程和技术进步。以最新的科研视角参与

工程问题基础研发、技术设计、市场需求等，满足企业用人需求。同时在讲授理论力学知识的同时，适

当引入材料科学、机械工程等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展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8]。通过国内外杰出工程

师的故事，特别是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榜样，帮助学生明确未来的职业方向，为实现“中

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2. 数据驱动提升教学智能化升级 

3.2.1. 搭建智能化教学平台 
(1) 教学资源管理：建设资源库，基于理论力学的课程定位，充分调研力学学科发展前沿及背景，录

制各章节关键知识点视频课以及相关知识点应用场景，其内容涵盖大量的习题库、案例库和参考文献库。

有效地实现教学资源分享、分类、检索等。(2) 在线课堂：实现实时互动教学，借助学习通、雨课堂等教

学平台，支持音视频通话、屏幕共享、实时答题、讨论区等功能，提高线上线下课堂互动性，拓展了教学

时空，有利于学生个性化的自学。(3) 教学管理：提供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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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效率。 
综合利用知识图谱、视频课和资源库等线上线下资源，从多角度进行资源共享，打破不同学科间的

平台壁垒，打破课堂有限时间限制，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资源和学习途径。结合机器学习等人工智

能技术，实现教学资源的集中存储、管理和共享，以及智能问答、智能辅导等功能[9]。通过打造理论力

学教学智能化教学模式，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2.2. 建立个性化自主学习模式 
综合学生的基本信息、历史学习记录、在线行为数据、考试成绩等，进行全面的数据收集；使用数

据挖掘技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关键特征，如学习习惯、知识掌握情况、兴趣爱好等；根据课程大纲和学

生的学习反馈和进度变化，明确学习目标和约束条件。教师可以根据数据反馈，了解学生的整体学习状

况和个体差异，提供科学的教学评估与改进建议，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进度。基于学生

的学习数据和兴趣偏好，利用人工智能算法为学生推荐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如相关的课程视频、阅读材

料、练习题等，满足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10]。如果发现大部分学生在某个知识点上存在理解困难，教师

可以调整教学策略，增加相关的案例讲解或练习。 
当学生能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并且学习过程与自己的兴趣和需求相匹配时，会更有兴

趣和动力投入到学习中。个性化学习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自主规划学习路径，学会自我管理和

自我监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学习平台可以为师生提供更好的互动渠

道，学生可以随时向教师请教问题，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地辅导和指导。 

3.2.3. 形成项目驱动的闭环训练 
在传统理论力学的学习中，学生常常是被动接受知识，缺乏足够的实践机会来巩固和深化理论。特

别是学习初期，只能通过图片或文字描述来了解力学问题。这种单一的模式阻碍了学生对理论力学课程

产生学习兴趣，导致学习动力不足，影响了学习效果。同时考虑到资金和技术支持，更新实验设备和开

发新的实验项目存在困难。为解决传统理论力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考虑结合虚拟实验和案例分析，为

学生提供更接近实际工程应用的学习体验[11]。从“模型建立、数理基础、力学原理”等方面，结合

Mathematica、Matlab、Adams、MathCAD 或 Maple 等数值计算软件进行编程计算、图像的绘制，完成建

模、理论推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闭环训练。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分析并解决复杂的工程实际问题的

能力。 
通过正向和逆向两种思维方式引入项目案例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正向思维：工程→模型→实验；

基于工程实际建立力学和数学模型，接着利用解析分析或软件模拟进行理论解答，最后设计实验进行验

证。逆向思维：实验→模型→工程；基于实际实验反推力学和数学模型，接着进行解析分析或软件模拟，

最后找出对应的工程实际。同时强化学习的互动性和协作性，支持实时在线讨论和小组合作项目，使学

生能够随时随地深入参与项目内容，并与教师及同学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合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职

业竞争力。在上一学期的理论力学教学中我们发现，同学们增强了对理论力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的理

解程度。项目考核的平均成绩为 86.98 分。项目考核是学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原理，选择与

使用恰当的技术手段和现代工具进行建模、预测与仿真，成绩较理想。 

3.2.4. 设定数字化考核评价机制 
本科教学过程化考核是一种注重教学过程的考核方式，通过对学生在整个学期内的学习表现进行全

面、动态的评价。在过程化考核更注重考查学生的学习过程、学习态度、学习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等多方

面的表现。将考核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注重平时的学习积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

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持续监测和评价，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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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化考核实施过程中需要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设计考核方案、组织考核活动、批改作业

和评价学生表现。由于考核内容和方式的多样性，如何确保考核标准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对传统教学模式

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因此数据驱动的教学智能化升级是传统教学模式改革的重中之重。可利用在线投票、

抢答、小组讨论等互动工具，实时收集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数据。同时定期发放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进度等方面的评价和意见。课后通过在线系统分析学生的考试成绩、作业完

成情况，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将数据分析有效地融合进过程化考核的每一个角落，形成有理有

据、无微不至的全面、动态的评价体系。 

3.2.5. 打造勇于创新师资队伍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教师本身也确实需要掌握一系列新的能力来适应这一变革。首先是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方面，需要熟练掌握各种教育技术和工具，如多媒体教学软件、在线学习平台等，以便

能够高效地设计和实施数字化教学活动。其次是数据驱动的教学决策能力，随着教育数据的积累和分析

技术的发展，教师需要学会利用数据来评估教学效果，并根据数据反馈调整教学策略，实现精准教学。

然后是课程与内容的数字化设计能力：教师需要具备将传统课程内容转化为数字化资源的能力，如制作

电子教材、视频课程等，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最重要的还有持续学习与创新能力，教育数字

化转型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教师需要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同

时勇于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以推动教育的创新和发展，以适应这一变革并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

教育服务。 

4. 结语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1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13]，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

势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

代化提供有效支撑。在中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上，工科从业者需具备更全面的综合素质。基于我国国

情、教情，基于数据驱动和课程思政，理论力学的教学也须抓住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深度挖掘理论力学

教育的关键要素，实现优质资源快速共享，加快智能教学系统开发和建设，探索新时代传统学科的高等

教育智能化升级模式，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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