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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工程材料》课程教学改革
王金亮　刘　强　习小慧　王　贵

（广东海洋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广东 湛江 524000）

摘要：《工程材料》是一门服务于各工业领域生产制造的课

程，其涵盖了所有工业领域用材，是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必备课程。

在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高端适用型海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对《工

程材料》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本文针对海洋类院校

非材料类学生的课程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进行了创新，提出将海

洋特色融入教学，以兴趣爱好诱导结合实际案例讲解的手段对教

学模型和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以期为高端适用型海洋人才培养提

出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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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是一门服务于各工业领域生产制造的课程，其

涵盖了所有工业领域用材，是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必备课程。在

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高端适用型海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对《工

程材料》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本文针对海洋类院校

非材料类学生的课程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进行了创新，提出将海

洋特色融入教学，以兴趣爱好诱导结合实际案例讲解的手段对教

学模型和考核方式进行改革，以期为高端适用型海洋人才培养提

出新思路。

海洋工程装备是海洋资源开发的载体，其制造及维护已成为

海洋强国战略的关键。为了保证海洋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如何培

养出高端适用型海洋人才是现今工程技术人才培养面临的难题。

海洋工程材料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及维护的基础，掌握其相关知

识是海洋工程技术人员的必备条件。《工程材料》是工科学生掌

握工程材料知识的主要课程 [1]。在上述背景下，该课程及教学成

为了高端适用型海洋工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然而，传统《工

程材料》课程内容设置针对所有工业领域，由于前期海洋工程发

展缓慢，导致课程中涉及海洋工程材料的内容相对较少，这使针

对海洋工程用材料的教学出现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内容匮乏、

教学手段单一等不足。可见，为培养高端适用型海洋工程人才，

高校（尤其海洋类院校）《工程材料》课程作出相应的教学改革

需求迫切。

近年来，为提升《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效果，满足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需求，国内院校对《工

程材料》教学过程改革进行了大量探索。张建军 [2-4] 等人分别

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改

革，提出了探究式教学方式、混合式教学模式等教学模式，以

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善教学效果。以上调研

结果揭示，在不同背景下国内各高校进行的课程教学改革，均

是针对目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探索，并没有哪个高

校结合自己学校的特色进行相关的课程改革。近年来，海洋工

程领域的快速发展，使其对高端适用型海洋人才有着巨大需求。

广东海洋大学是海洋特色院校。对此，本文创新地提出将海洋

特色融入《工程材料》课程教学，使其能很好地服务于高端适

用型海洋人才培养。同时，提出了以兴趣爱好诱导结合实际案

例讲解的靶向式教学模型和考核方式，以期为高端适用型海洋

人才培养提出新思路。

一、海洋特色在教学中的融入

（一）教学目标

利用网络和图书馆查找海洋工程领域有关工程材料设计、服

役及维护的知识和案例，同时利用中国知网、维普等数据库和外

文 Science Direct、Springer 等数据库查找近年来海洋工程领域的发

展动态和趋势。此外，咨询海洋工程领域相关企业，如海洋风电、

海上太阳能和中海油等，获取海洋工程技术人才对工程材料的素

质要求。总结上述信息，分析整理，依据高端适用型海洋工程技

术人才对工程材料知识的要求，在现有课程目标的基础上，设置

海洋人才对工程材料要求的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

握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及维护所需的工程材料的种类、属性及维护

等相关知识，并具备相应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二）教学内容

目前，广东海洋大学《工程材料》课程使用的教材为清华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张校和姚可夫老师编写的教材 [1]，该教材中缺

少详细丰富的海洋工程材料知识，这使本校《工程材料》课程教

学过程中缺少海洋工程材料知识的传递和讲授。对此，本文提出

在目前使用教材的基础上压缩部分章节教学内容，引入搜集的海

洋工程领域装备制造、服役和维护相关材料知识。考虑到现有教

材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和第九章为讲解工程材料种类、性质

和用途等相关知识部分，因此，本文提出将海洋工程材料相关知

识融入上述章节，进行《工程材料》的教学。

（三）考核方法

将海洋工程领域装备制造及服役相关案例融入现有考核，优

化考核方式。现有考核制度包括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考核。针对

平时考核，通过引入海洋工程领域装备制造及服役案例，让学生

研读案例，分析并总结案例中与工程材料课程相关的知识。针对

期末考核，试卷中融入海洋工程实例，通过案例分析进行相关命

题，设置考核内容。同时，增设小论文项目，引入海洋工程案例，

让学生查找文献并结合自己所学，撰写案例中工程装备制造及维

护中与材料相关的论文。通过以上考核，测试学生独立思考、分析、

判断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依据考核中学生的表现，不断优化

教学方法。

二、基于兴趣爱好诱导和工程案例的教学方法改革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网络和自媒体技术迎来了其发展机遇，

视频、直播已成为当今社会娱乐的主要焦点，时刻影响着民众生活。

大学生作为民众的一个群体，同样受多样化、趣味化娱乐信息的

影响。对此，如何利用视频资源诱导学生学习的兴趣成为了改善

教学的新思路。

（一）教学过程融入案例视频，形成案例视频教学法

紧抓学生对就业环境的好奇，通过引入与专业相关的工程案

例视频，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通过关键词对相关教学

视频进行检索与分析，找到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资源，结合《工

程材料》教学内容，建立视频资源与所授课程内容之间的相关性。

通过视频的引入，讲授相关的工程材料知识，促使学生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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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主动地掌握相关课程知识。此外，案例视频的引入可培养

学生对专业领域的兴趣，致使学生在课下主动关注相关行业信息，

进而可从侧面复习或进一步学习相关工程材料知识。以海洋工程

等领域工况视频资料为支撑，为学生设置学习环境，针对视频案

例内容设置小组讨论，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形成

视频案例教学法。

（二）基于兴趣诱导的自主学习

除了课堂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线下自学是弥补目前教学学时

不够的重要手段。通过调研发现，大部分学生手机装有斗音或 B

站等视频软件，通过上述平台观看视频已成为学生娱乐的一种主

要方式。利用斗音等软件搜索海洋工程相关视频，找出优质视频

资源，建立视频库。对所教授专业的学生建立微信群聊，通过群

聊在课前、课间和课后发送优质视频连接，督促学生观看，为保

证学生的完成度，要求学生写观后感，写出视频中与工程材料课

程相关知识的感悟，例如，海洋平台用什么材料建造，为什么用

该材料建造，其在服役过程中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如何对其进

行维护等。上述诱导学习，可以让平台软件记录学生所看视频资源，

并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相关视频，这可使学生在课

下利用上述平台刷视频进行愉快的同时，也能刷到海洋工程材料

相关视频进行学习。通过观看视频既可以培养学生对海洋工程的

兴趣，又可以学到一些与海洋工程材料相关的知识。该方法可有

效调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自主学习，改善教学效果。

（三）专家引导教学

针对学生不知道学什么和学了有什么用的难题，通过引入所

授专业行业专家的短视频讲座，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行业专家

是学生工作之后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定位，具有榜样力量，可

有效引导学生教育。专家讲座内容涵盖相关企业对人才的素质要

求，比如技术人员应掌握哪些海洋工程装备材料知识，重点让学

生了解到企业需求什么样的人才，即高端适用型海洋工程人才应

重点掌握哪些工程材料知识，如何利用工程材料知识去解决工程

问题，贯彻成果导向教育理念。

（四）课程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

基于海洋工程领域装备制造及服役相关案例，让学生知晓该

领域存在的问题，激发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的积极性，以本课程学

习的理论知识为根基，进行创新创业教育。同时，向学生们介绍

本专业教师的科研项目，鼓励并组织学生积极联系老师，参与到

教师们的项目中，依托教师课题申报相关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五）思政教育

围绕海洋强国战略，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服役及维护工程

案例为突破口，向课程内引入了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案例。可利

用引入的工程案例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即在通过案例讲授相关

知识的同时向学生介绍“海洋强国”战略和“大国工匠”精神，

培养学生爱国情操、职业荣誉感。

通过以上几种方式，逐渐培养学生对海洋工程领域的兴趣，

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习有关海洋工程材料的相关知识，完善《工

程材料》的课堂教学，为高端适用型海洋人才培养贡献力量。

三、基于海洋工程案例知识的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考核方式除了能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还能帮助学生进一步

掌握所学知识。针对传统考核方式的不足，本文提出将海洋工程

实践案例知识引入考核内容，形成靶向式考核模式。新模式下的

考核方式将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服役和维护等知识主动引入平时

考核和期末考试两个部分，以实践案例知识为引导，调动学生完

成考核内容的积极性，突破了传统考核方式中学生死记硬背和不

求甚解的不足。新模式下的平时考核占比 50%，除了考勤外，通

过海洋工程案例设置作业，如给出海上风电装备的相关资料，设

置与工程材料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如风电塔筒由什么材料

建造，该材料的属性及热处理制度等，让同学们回答，对课程内

容进行考核。对于期末考试，在试题中融入海洋工程案例，如海

上风电风机的叶片是否可以用普碳钢制造等。设置案例分析题，

给出海洋工程工况，针对所建造的工程装备，让学生对其进行选材，

设置热处理等生产工艺，及服役维护等。此外，设置小论文项目，

论文题目依据海洋工程产业，如论述海上风电材料的发展现状及

趋势等。通过以上课程考核改革，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与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服役和维护相关的《工程材料》课程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致使学生能很好地调动学习海洋工程材料的积极性，增

强主动学习该课程的能动性，改善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四、结束语

为培养高端适应型海洋工程技术人才，本文基于海洋工程装

备制造、服役及维护实践案例知识对海洋类院校非材料类专业所

学的《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和考核方法进行了创新性改革。在

教学过程中利用互联网和自媒体等技术，将海洋工程领域相关案

例视频融入教学，利用兴趣诱导手段提高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积

极性，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本次教学改革，以高端

适用型海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为中心，从学生角度出发，利用海

洋工程案例知识对教学方案进行了规划和设计，提出了兴趣诱导

结合实际案例教学法，为我国高端适用型海洋人才培养提出了新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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