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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属材料专业作为传统工科专业，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需要针对当前和未来区域产业特色发展趋势与需

求进行改革。广东海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基于工程材料基础这门课程进行了教改探索与实践，优

化了课程内容、授课方式、考核方式和产业需求认知等内容，完成了以贴合服务区域产业特色需求的专

业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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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 of metal materials is a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majo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
gineering construction, it needs to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dema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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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and future regional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The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
neering of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has carried out teaching refor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course of the basis of Engineering materials, optimized the course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ssessment methods and industrial demand cognition, and completed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reform to meet the need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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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制造业在实体经济中的权重越来越突出，广东省率先提出“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

加快建设制造强省、质量强省，更高立起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柱”的口号[1]。同时，广东也是全国金属材

料使用量最大的省份，侧面也说明材料是制造业的根本，材料研发和应用人才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保

障[2]。然而，由于早期材料专业就业环境和收入带给社会的误解，让很多民众和学子认为材料是“四大

天坑”专业之一[3]，导致报考的学生数量少，也影响已报考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实际上，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和制造业飞速发展，当前制造业对工科专业的专业技术人才需求

量越来越大，尤其是材料专业技术人才[4]。因此，为满足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广东海洋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学精准面向应用型人才，旨在培养在冶金、材料、机械、电子、汽车、风电、核电等领

域从事金属或金属复合材料设计制备、成型加工、热处理等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5]。以更好地切合

区域产业应用型人才需求作为教学改革的目标。 
作为一名材料专业的研究人员和一线教师，在教授《工程材料基础》这门课程过程中发现，较多学

生对专业课程学习没有兴趣，对基础理论学习存在畏难情绪，对未来就业没有预期和信心。因此，针对

学生在学习工程材料基础这门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如何教是教师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作为教师

既要响应区域经济和产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又要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愿意学，学得

好，学得快，努力提高学生专业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产业需求。 

2. 目前《工程材料基础》课程教学简介 

2.1. 课程教学内容 

目前《工程材料基础》这门课程在本校作为专业必修课程开设，课程学时共 64 学时，课程学分计 4
学分，课程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较全面地获得工程材料及热处理知识，初步获得分析和解决金属材料选材

及热处理工艺问题的能力，拓宽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视野，了解工程材料及热处理工艺前沿及发展趋势。

本门课程主要围绕以下十章节内容展开：(一) 材料的性能及应用意义；(二) 材料的结构；(三) 材料的凝

固与结晶组织；(四) 材料的变形断裂与强化机制；(五) 铁碳合金相图及应用；(六) 钢的热处理；(七) 钢
铁材料；(八) 有色金属材料；(九) 高分子材料；(十) 工程材料的应用与发展。 

2.2. 课程考核方式 

《工程材料基础》的考核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合金加热、冷却和变形过程中的相变与组织和性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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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了解合金钢与铸铁、陶瓷材料、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的性能特点和应用范围。考核方式为：

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平时考核主要考核学生出勤率、参加讨论和完成平时作业等情况。期末考

核采用考试的形式，通过基础概念和技术应用需求考核名词解释和机理机制的理解及应用能力。 
本门课程的成绩构成为：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占 30%。 

3. 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教学中目前存在的问题围绕以下几方面： 
1) 课程上学生的积极性不高，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较少主动参与课堂讨论互动； 
2) 学生没有意识到本门课程的重要性，课后不花时间预习复习和做作业； 
3) 老师授课方式单一枯燥，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 
4) 课程期末考试方式单一，学生不会认真对待，只是期末应付考试； 
5) 学生对产业技术需求与本科课程的知识点联系不清楚，不知道学为何用； 
6) 部分学生基础差，对理论学习有畏难情绪； 
7) 多数学生只是简单把通过考试作为目标，并未真正感受到学以致用的乐趣以及满足产业技术需求

的重要性。 

4. 关于课程改革的几点建议 

4.1. 授课内容改革 

首先，教师要教授学生学习工程材料基础的应用的意义，让学生了解即将要学习的章节在现实生活

和工程中有什么应用价值。例如，讲授力学性能章节拉伸强度时，以建筑用钢为例，目前主要以 400 MPa
屈服强度为主，少量采用 500 MPa 屈服强度，以便于同学们了解强度数值的概念[6]；讲授钢的加热过程

时，以五金刀剪马氏体不锈钢热处理奥氏体化过程举例，使学生掌握奥氏体化过程转变规律，了解其在

生产中能够起到的作用。 
其次，对于学生学习机理知识和基础理论兴趣欠缺和畏难情绪的问题，在讲授之前通过机理或基础

理论相关的历史渊源和科学家生平讲解相关知识点和理论的由来，通过故事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

引导到知识点和基础理论讲解上。例如，在讲授晶体学章节时，讲授伦琴与 X 射线，劳厄与晶体衍射，

布拉格父子与衍射方程，从时间维度和人物关联维度讲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让枯燥的知识点和公式更通

俗易懂[7]。 
另外，教师更应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没有人天生就动手能力强的，都是熟能生巧练习得来的。

万事开头难，先从磨金相试样开始，然后做显微组织观察分析，然后慢慢掌握维氏硬度、拉伸实验和冲

击实验等力学性能测试，学习热膨胀仪和 X 射线衍射仪，并利用 ICP、氧氮氢分析仪、碳硫分析仪测试

成分含量。适当的练习能让学习及时使用学到的技巧，加深对成分–工艺–组织–性能之间的逻辑关系

的理解。教师要引导学生把实践能力应用到工程问题中，激发学生的实践热情，做到学以致用，潜移默

化中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 

4.2. 授课方式改革 

传统授课方式以教师授课为主，这样并不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工程材料基础课程应该改变

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尝试“应用场景代入”和“翻转课堂”。“应用场景代入”[8]是指带学生参观工

程材料基础中知识点和技能未来所能应用的领域和企业，让学生知道学为何用，提高学生对工程材料基

础课程学习的兴趣，比如：带领学生参观五金制品企业，让学生了解焊接和马氏体不锈钢的热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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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学生参观钢铁冶金企业，让学生了解钢铁材料在凝固、加热、热变形、冷却和冷变形过程中组织转

变和力学性能变化；带领学生参观海上风电企业，让学生了解风电装备制造企业所需关键材料和工艺；

带领学生参观核电企业，让学生了解核电企业所需关键材料和工艺。“翻转课堂”[9]是采用工程问题引

导式教学，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轮转给学生。比如选取学生感兴趣的工程问题，让学生仔细了解问题，

提出分析思路和解决办法。在这种新的教学模式下，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可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全身心

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主动学习知识点和专业技能。 
这种授课模式能够很好的调动学生学习专业课的主观能动性，用问题和应用场景牵引学生学习知识。

改变教师一味地输出知识点，学生被动接受的状况。教师通过“应用场景”和“工程问题”引导，引发学

生兴趣主动完成学习，可帮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意义上自主学习。 

4.3. 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课程考核是为了检验学生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是教学不可或缺的环节，是对教学方法、

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反馈。工程材料基础课程的考核方式为日常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70%)。日

常成绩主要是考察出勤，课堂表现和作业完成情况，重点是后两个。每个章节均要求学生完成课本章节

后习题和习题册习题，并在习题课前逐个检查学生完成情况，并对不按时完成作业做平时成绩扣分处理。

课堂表现是通过学习通抽签功能随机抽取学生讲解习题，考察学生对知识点和技能的掌握情况，并详细

讲解习题考点和知识点及学生的理解，学生讲解后，老师及时做补充讲解。根据学生的讲解情况和掌握

情况，做课堂表现的加减分记录。该方式不仅可以调动每位同学对课后习题解题和讲解的积极性，也很

好的考察了学生对知识点理解和掌握情况。 
期末考试是采用名词解释(40%)和简答题(60%)的方式对这门课程所学知识的综合考察。考察学生对

工程材料基础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和实践水平。评分标准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其一是名词解释掌握的准

确性，即可以将工程材料基础课程中专业术语准确默写出来；其二是专业术语的理解能力，即可以将专

业术语通过自己的语言转述并且准确表达；其三是专业实践能力，即针对现有工程问题，可以通过专业

知识点分析原因并给出合理的解决办法，例如吊装大型热处理钢件的钢缆在加热过程中断裂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如何避免此类问题等。鼓励学生练习分析课本和习题册上相关工程技术问题，并积极提出解决

方法，在学生分析过程中，给予适当的指导。 
这种考察方式的改变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让学生将学习的知识点和应用场景相结合，学以

致用，将工程材料基础的学习从理论层面提高到技能层面，实现学生分析和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实践能

力。 

4.4. 对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产业的材料需求认知的改革 

工程材料基础是一门材料专业核心专业课程，是材料学生未来学习和工作的理论基础。然而目前，

多数学生学专业课不求甚解，仅仅认为学好专业课通过期末考试便万事大吉，从而忽略了专业基础课学

习的真正意义。专业基础课是未来所有专业课的理论基础支撑，是未来分析和解决工程与技术问题的金

钥匙。因此，教师在上课期间应着重强调材料在我们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制造业关键产业中重要的支撑

作用。例如，我国目前在航空航天高温合金材料、深海油气钻采特种材料、高铁和海上风电等核心轴承

零部件材料所取得的研究进展及国内外差距[10]。鼓励材料学子学好材料，服务产业和国家需求。 

5. 总结 

工程材料基础是材料专业学生的理论基础，对于本科生而言，学好这门课不仅能提高对材料研发和

应用的理解能力，更能锻炼自己的分析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逻辑能力和分析能力。工程材料基础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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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能够科学地理解成分–工艺–组织–性能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能够通过成分和工艺调控组织实现对

材料性能的要求。所以通过考试不是目的，应带领学生走出认知误区，克服学习专业课的畏难心理。《工

程材料基础》这门课程应以培养真正对材料感兴趣热爱材料的专业人才为目的，使学生树立材料报国的

远大理想和抱负，从根本上提高学生专业课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从国家不

断呼吁“‘一代材料，一代装备’[11]，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关键领域。”的号召中，不难看出材料对制造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面向产业需求改

革高校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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