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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纳米材料与技术课程教学质量提升策略
邓汉忠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辽宁 阜新 123000）

摘要：纳米材料与科技对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发展等有着巨

大影响，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高校所开设的《纳米材

料与技术》课程对培养相关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教师要注重通过

多样化教学方法提升课程教学质量，针对课程教学特点提出可行

的具体实施策略。基于此，本文针对纳米材料与技术课程教学质

量提升策略进行分析，以期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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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与技术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为广阔的交叉研究前沿

领域之一，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

不断发展，其对提升社会经济技术与生活水平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纳米材料与技术在高等教育阶段开设相关专业显得尤为重要。对

此，高校要注重顺应科学技术发展不断完善纳米材料与技术课程，

积极探索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路径，以此培养出符合国家发展需

要的新一代高素质大学生。

一、纳米材料与技术课程特点

《纳米材料与技术》课程作为一门新型课程，其有着较为鲜

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综合性强。此课程是一门

专业性与综合性较强的交叉课程，其涉及学科领域知识较多，主

要包括材料科学、环境化学、生命科学等，课程内容较多。此类

领域大多为基础理论与知识，可应用于不同领域，但受到课时限制，

无法深入研究相应领域内容。二是实践性较强。此课程的实践性

较强，纳米材料与技术是环境领域、新能源领域等高新产业的重

要发展基础，其科研进度较为迅速，需要教师及时更新课程内容。

三是结构特殊。此课程是对纳米材料与科技的深入研究，自然界

中存在大量具有纳米结构的宏观物体，但其尺寸较小，无法通过

肉眼直接观看，这一特性使得课程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相较

于传统材料，纳米材料在物理性质与化学性质方面表现出特殊性，

这些内容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理解难度，不利于学生的深入钻研。

四是更新速度快。纳米材料与技术作为科研领域前沿技术之一，

其知识更新速度较快，若教师长期采用单一教材进行教学，容易

出现学生知识面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情况，这就要求教师要注重

将最新材料理论与技术融入到课程教学，以提升课程的新颖性。

二、纳米材料与技术课程教学质量提升策略

（一）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引进前沿科研信息

纳米材料与技术是国内外科技领域十分活跃的前沿研究领域，

高校纳米材料与材料课程教师要注重优化课程内容，增强课程的

实用性与创新性。首先，整合与完善课程教学内容。教师要体现

课程内容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围绕课程教学目标调整课程内容与

课时分配，重点突出重难知识点。纳米材料与技术课程的教学目

标包括帮助学生了解纳米材料的发展进程、掌握纳米技术与纳米

磁疗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合成制备方法、了解纳米材料产生优异特

性的原因等，同时也要认识到纳米材料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情况，

为后续新材料与新工艺研发奠定良好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要能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纳米科技相关问题，实现综合素质

的发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纳米科

技对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以此激发学生对纳米技术

的学习热情，注重培养学生的多学科交叉意识与国际视野。在了

解课程教学目标基础上，教师要注重合理调整教学内容，按照纳

米材料不同性能设置相应课程内容，比如热学、化学性能等，不

同章节对应不同的课程内容，以此帮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系统的

知识体系，增强课程知识的实用性。其次，注重引进前沿科技信

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引进纳米技术领域前沿动态，向学

生分享科学家的创新创业故事，以此增强学生的双创思维。纳米

材料与技术的发展较为迅速，高校教材内容往往跟不上知识更新

速度，教师要注重及时将纳米材料领域先进技术与最新咨询引进

至教学中，主要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将本学院教师相关科研

成果引进教学。教师可为学生介绍教师自己申请获批的基金项目

或院校在纳米材料方面的科研成果，引导学生通过项目内容了解

纳米材料与纳米技术的研究思路与创新点，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二是将校外相关学术动态引进教学。教师可为学生讲解纳

米材料与技术的发展历史与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讲解纳米科技领

域相关学者的科研故事，以此激发学生的科研创新灵感，比如中

科院沈阳金属材料研究所卢柯院士发明了纳米孪晶 Cu 及其拉伸形

变达 5100%，斯坦福大学崔屹教授从发明 Si 基电池到创办安普瑞

斯公司生产硅负极高能锂电池等，此类故事极具吸引力，不仅能

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可以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陶冶学生科学情操。完善的教学内容不仅能够为学生展示行业发

展进程，同时还可以丰富学生视听体验，增强课程教学效果。

（二）加强课程实践训练，有效锻炼学生动手能力

纳米材料尺寸极小，凭借肉眼无法直接观察，需要借助相关

仪器设备进行观察与研究，对此，教师要注重实践教学，组织学

生应用相关仪器观察纳米材料、研究纳米科技，以此有效锻炼学

生的动手能力与实践能力，提升教学效果。纳米材料与科技课程

的实践性较强，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能够收获良好的教学

效果。以课程纳米材料的微观形貌与结构表征教学为例，教师可

先为学生介绍常见观察方法及其相关设备，包括扫描电子显微镜、

透射电子显微镜和超高分辨荧光显微镜等，向学生各种观察方法

的基本原理，结合图片、视频等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学生只有了

解各种方法的检测特点与检测原理等，才能深刻掌握其检测步骤

与方法，进而实现对课程知识的灵活运用。在此过程中，教师可

引进超高分辨荧光显微镜发明者庄小威等科学家的故事，以趣味

性故事吸引学生的关注，让学生认识到具备扎实学科基础与跨学

科知识的重要性。理论知识讲解完毕后，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实验

训练，引导学生以小组方式使用各种设备观察纳米材料，使学生

应用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和超高分辨荧光显微镜等

设备，了解到纳米材料的分散性与表面形貌等。在实验过程中，

教师还可辅助理论讲解，为学生介绍不同形貌特征对锂离子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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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化学性能可能产生的应用，以此深化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带

动学生独立思考。纳米材料与科技课程的实验操作较为复杂，教

师要注重体现实践训练与理论讲解的有效结合，通过整合现有教

育资源丰富实践活动，以此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有效锻炼

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三）注重跨学科教学，增强专业课程横向联系

教师要加强本课程与其他纳米材料专业课程的横向联系，注

重培养学生的跨学科学习能力。跨学科教学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具有重要价值，教师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要注重体现以下原则，一

是积极转变教学理念。教师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学原则，

结合纳米材料与技术课程的性质设置教学，适当增加教学研究占

比，将前沿科研动态引进教学。二是强化教学过程管理。教师要

注重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的过程性考核，重视学生在日常学

习过程中所展现的创造性成果。科学合理的教学管理能够有效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学习能力，教师要赋予各项教育活动一定的

分值，比如出勤情况、小组参与情况等，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促进学生的充分参与。在课程学习中，学生除了进行自主

学习外，还需结合课程教学需要制作学术性 PPT 报告，以此考核

学生的课程理解情况。三是增强师生互动。教师要加强应用互动

式教学方法，通过与学生的有效互动，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中，

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活力。纳米材料专业相关课程之间存在着紧

密的联系，教师要注重梳理与总结纳米材料专业相关主干课程，

在本课程教学各个环节引进其他专业相关课程，构建出完善的纳

米专业知识体系，以此实现融会贯通，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发展。

比如教师可将此课程与纳米材料研究方法、纳米材料制备技术等

课程建立联系，结合纳米材料的合成与制备技术知识引导学生学

习纳米材料的组织结构与组成等，纳米材料组织结构与其制备技

术存在着紧密联系，前者能够直接反馈与指导后者的完善，后者

能够直接决定前者性能，因此，纳米材料的组织结构、性能的测

试方法主要来自纳米材料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加强两种课

程的联系，能够帮助学生深刻掌握知识点。除此之外，教师还可

将本课程建立与材料科学、环境化学等学科的联系，通过不同学

科、不同专业的教学实践，增强学生跨学科能力，进一步整合课

程教学资料。比如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科研项目，包括国际基金项

目、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实现科研反哺教学，培养出更多优

质拔尖的创新人才。教师可将项目研究内容与项目成果整合成有

效的教育资源，以此丰富课程内容。再比如，教师可借助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构建在线纳米材料与技术跨学科资源库，引进

丰富课程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平台，引导学生在课余

时间进行自主学习，鼓励学生线上线下多提问，充分发挥教师主

导与学生主体的作用，以此实现多维度教学与优质课程教学资源

的共建共享。

（四）优化课程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合适的课程教学方法不仅有利于促进知识的传递，同时还能

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综合素质。在新时代环境下，教师

要注重优化课程教学方法，增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结合课程需

求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选择多元化教学方法设置教学，主要可

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能够以真实、全面

的案例为学生展示课程知识，增强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例如

在讲解纳米材料的基本效应时，考虑到课程内容较为抽象难懂，

学生理解起来较为困难，教师可结合学生已有知识讲解相关教学

案例，以更加形象的方式展示深奥的李璐知识。针对表面效应，

教师可引进科学家王中林采用纳米材料进行摩擦生电的案例，让

学生认识到简单实验也能够蕴藏丰富的课程知识，以此激发学生

在生活中的科学探索，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此教学方法应用

过程中，教师可加强对学生的提问，引导学生借助已有知识经验

思考课程内容，深刻体验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二是小组合作教

学法。教师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组织小组成员探究纳米材料相

关课题内容。在此过程中，学生借助互联网渠道查阅相关文献，

学习纳米材料相关知识，了解纳米材料目前研究进展，确定实践

探索方案。在探究过程中，学生要围绕“如何通过实验解决问题”“通

过实验可获得什么结论”等问题进行合作分析，以此锻炼学生的

小组合作能力与思考能力。三是产教融合教学法。纳米材料与技

术课程与行业的联系紧密，高校要注重加强与相关科研机构、企

业的合作，以此构建高校、企业协同育人机制，合力培养出与时

代接轨的优质人才。四是课程思政教学法。教师要利用好课堂教

学主渠道，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让学生在掌握课程知识点

的同时，获得高尚的情操。在此过程中，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

将思政内容有效渗透到教学过程，促使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提升

自主学习能力。例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引进“中国纳米人”

的故事，向学生传递科学家的科学方法与精神，了解到我国纳米

技术的发展进程，认识到中国纳米技术在国家重点研究方向包括

纳米医学领域、电子器件等领域的应用，以此激发学生的科研报

国精神，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纳米材料与技术在学术界与工业界广受关注，高

校要注重顺应市场需求加强课程教学改革，及时把握前沿热点，

优化课程教学方法，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其掌握课程

相关基础理论知识与相关技能。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注重

传授学生课程相关知识点，同时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与综合素质，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氛围，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推

动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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