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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课程改革与应用型人才教学
实践研究

罗　磊

江西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江西南昌　330000

摘　要：本篇文章主要介绍了计算机应用课程改革与材料科学应用型人才教学实践的讨论。通过对计算机在材料科

学中的课程特性的分析，发现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逐步完善传统教学模式，适当超前化教学，实

行严格的课程考核制度，依托群平台形成实时反馈，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不断改革创新和学习新知识，改革考核方

式方法的教学过程改革措施，归纳出解决问题与具体效果。计算机运用本课程，通过改革创新，从理论和实际出发，

使学生感受到了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的趣味与意义，为计算机与材料科学的专业深度交叉融合、同步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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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and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applied 
talents in materials sci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of computer in material science, 
discover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put forward the gradually improv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eaching in advance appropriately, strict appraisal system, based on a group of platform, form the real-time feedback, 
the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means consta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new knowledge, The reform measures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reform of assessment methods are summarized to solve problems and specific effects.  Computer 
application this course, through reform and innovation, starting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makes students feel the interest and 
significance of apply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practice, which is a new situation of deep cross fusion and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computer and mater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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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产生活的各

个方面，进入 21 世纪信息技术革命时代。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这是由于人

们对新材料、新材料等的迫切需求。材料科学与工程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正从单一的理论 - 实验

型基础研究，向与先进理论模拟算法和人工智能（AI）

发展。

目前，在材料科学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主要应用

于以下几个方面：在新材料研发中应用算法优化和高性

能仿真软件；资料处理、分析及材料学相关专业的绘图

软件；在材料科学中应用了高通量计算和人工智能 ( 机

器学习 )。其中，前两个方向更广泛地应用于各个材料

学科的分支领域，而这些新概念和国际研究前沿趋势需

要高校重点关注的高通量计算和人工智能还处于发展的

初级阶段，将成为今后学生学术视野拓展的主要研究课

题。

由于计算机软硬件、数据库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

发展，肩负着培养适应新时代社会的的应用型人才和科

学研究双重任务的大学，需要认识到计算机在材料科学

中的应用课程在专业课中的重要性，让材料学科相关专

业的大学生具有了解、掌握、应用相关计算机软件等具

体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是材料学专业的培养目的，

所以，材料学专业的培养方向是：计算机另外，下一步

培养计算材料学研究生的重要途径是逐步培养学生对建

模理论和手段的基本认知，对新的材料仿真算法及高通

量材料基因组的概念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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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开设的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这门课程

受到国内很多高校的材料化学院的重视，但并没有形成

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的整体统一，大部分高校对于这门

专业基础课的设置都偏重于大学科方向，即计算机常用

基础软件的教学培养方式，对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前

沿应用和学术价值提及较少，没有涵盖国际国内最新的

发展现状和趋势，也没有对计算机的前沿应用和学术价

值本研究以大学能源与材料化工学院开设的课程的教学

内容和教学形式为基础，进行重点研究和探索实践，将

计算机应用于材料科学。

一、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课程特点

基于计算机和材料科学等多种专业交叉融合，以增

强学生在材料科学中应用新技术解决专业问题的整体素

质，目的在于使学生在材料科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解决

重要问题。该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主要是由于

有关的计算机软件的操作与应用，因此必须经过不断的

实践。课程内容的编排与设置非常灵活，具体专业能够

根据自己的特定专业来调节。

本研究以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为例，主要有：Office

办公软件，Origin 数据处理与绘图软件，Diamond 分子

结构设计与绘图软件，Jade 与 Match XRD 数据分析与处

理软件，Photoshop 图像图形编辑软件，Endnote 文件管

理软件。该研究将与其它材料专业相关学科的课程进行

广泛的运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并且可以将该课程

应用于其它相关课程的传统理论教学中，从而形成交叉

融合，从而改善了教学的品质和教学效果 [1]。

传统的教学模型课程与目前比较流行的网络课程交

叉融合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其基本方法是：在构造网络

课程时，利用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应用可以记录本课题

的相关软件，并在具体的例题处理中为学生讲解软件的

功能、操作和应用，在具体的例题处理中，根据其它有

关课程学习，学生需要采用数据分析、处理和绘图输出，

并对数据处理和绘图的基本需求进行了明确，并以广泛

应用 ORIGIN 软件为例，对具体构建方法进行说明。

Origin 软件在实验设计、材料合成、实验的数据处

理与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依据数据自身的特征，

运用 Origin 软件绘制和输出的图谱作为学术论文或研究

报告中最主要的表达实证方法，在课程内容设定中占据

了很大的比例，并选取具有代表性试验数据作为个案，

如物理、无机、分析、有机合成等课程内容，可以利用

Origin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从而使视频内容难以

进行浅到深，并由浅到深的难度梯度，然后将标准图谱

置于仿真本文中绘制。该方法以问题为指导，以优质的

教学推动学生的学习。

二、必要性

研究型教学是在教学中，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的知

识经验，选取合适的科学问题为载体，设立了以学生为

中心的情况，引导学生的全面参与，积极的分析，让学

生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时可以自行进行。

并从中体会到科研的完整过程，进而学习到科研知识，

掌握科研方法，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分析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上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这些应用包含了不同方面的材料性能、

组成与结构解剖学、材料的制作与应用、材料领域的研

究与产品发展面貌等因素的变化。其主要内容为材料设

计、材料性能分析、合成制备和使用模拟仿真、材料结

构可视化和性能计算、材料加工过程优化与自动控制、

材料数据库与知识库、材料试验数据处理、材料试验分

析图像处理和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应用对于学生的

要求很高，不管是基本的操作技术，还是编程和应用技

术 [2]。

但是，教学方式比较单一，课堂学生的参与程度较

低，课程的教学对确定性、陈述性和记忆性材料的关注

程度较高，对知识教学的原理性、战略性和创意性等因

素忽略；教学的内容与实际脱节、实验教学环节较弱，

长期存在，教学环节较弱，教学质量较差，教学内容较少，

抽象空洞较少，陈旧的知识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积

极性，这对于培养学生的整体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不利的。

随着材料科技和工程的专业教学改革的加快，适应科技

与经济的发展，可以为社会物质科技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而持续发展的新人才，建立新材料学科的专业教学系统

和模式已迫在眉睫。

三、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同时也

为相关学科的教学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例如生物、化学、

材料等。计算机具有很高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功能，它被

广泛地用于新物质的设计、合成、性能表征、性能测试

和分析、应用研究和开发，但是材料科学的教学流程仍

然注重理论上的实际教学方法，忽略了计算机数据处理

工具的重要性，学生感觉课程非常抽象，难以理解，所

以，电脑资料处理工具的设计和合成 PPT 教学方法的应

用，在课程中扮演着一些视觉上的直观效应，但是，它

只限于教室授予的教学，以大学的整体能力，没有充分

地发挥其应有的优势，学生对电脑的理论知识进行了学

习，而应用电脑的实用性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

PPT 教学手段在课程中的应用，若以培养应用人才为目

的，对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再利用有效的手段，对学

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锻炼 [2]。

四、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改革措施

把信息化技术应用于这些课程的教学与学习中，也

就是在材料科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改变教学思想，改

变传统以教师授课为主，从教学方法到转型，不断地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以兴趣为出发点，将传统的

教师讲授型改革为“教师简单授课 + 示范 - 学生学习反

馈 + 操作型”。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

的发挥，本质上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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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前。要求学生对本节课所要学习的内容进行充

分预习，对相应的电脑操作软件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认知

以及自己的看法，提前让学生对相应课程内容所对应的

重难点进行自主分析，这样在进行课内学习时针对性更

强，可以提高课内学习效率。

上课中。仔细讲解基础知识，使学生的基本掌握，

调动学生利用计算机工具的主观能动性，并有针对性地

培养学生善于动脑思考、解决问题的基础能力。要以研

究论文写为切入点，在日常处理数据时，首先对基础原

理进行解释，然后将特定的数据进行思考，以此来培养

学生良好的计算机工具和主观思想。通过操作演示、学

员实操反馈的方式实时互动，充分运用翻转课堂，打造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流程，可以把智能计算机实验室作

为教学场所，合理地设计教学流程。

课后，提出要求学生独立地分析本文中的计算机分

析软件知识，并对特定的数据进行绘图，以巩固现有的

工具操作流程 (communicationprocess）要改革考核流程，

尝试采取“考勤 + 课上作业示例 + 课下作业完成情况 +

期末考试实践试题”等多种方式进行考核制度。采用多

元化评价机制，可以激励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学

生对学习过程的关注，回归教学和学习的实质，真正做

到学以致用 [3]。

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学校办学的重要定位之一，课程

的学习要与目前的国际国内之前顺应联系，把教学环节

按照时序的分配比例设定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让学

生更好地了解本课程在材料学领域应用的广泛性，初步

掌握计算机工具在材料科研领域应用的基本原理，并通

过消化吸收，把它内化为自己对知识的应用和能力，通

过计算机工具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领域。

以高校能源材料和化工学院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

专业为研究对象，要求学生对材料分析软件、文献

文 档 管 理 软 件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例 如 Office、Origin、

CrystalMaker、Photoshop、Match2.0、 Mercury、Endnote 等。

一般资料都是从学生参与老师和教师的科研项目中获得

的实际资料，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通过课程学习来进行

数据分析，使学生参与感、获得感和成就感，为学生将

来走上研究生学术生涯或大学毕业后走上相关工作岗位

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

高校配有智慧电脑实验室，软件和硬件平台的优势

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老师们可以利用云端主机实时操

控客户端学生机，通过软件在教师机上接收学生机的操

作演示。当学生学习完教师的操作演示后，在学生端的

电脑上安装了与教学相应的软件。对应的作业试验样可

以直接在这一机制上进行，以提升教师在操作过程中引

导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并积极利用电脑工具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4]。

五、解决的问题及具体效果

(1) 与时俱进，逐步改善传统教学模式，充分发挥现

代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手段，深入到课堂教和学过程的各

个方面，提高教与学的有效性，让学生的学得开心，教

师教得舒心，教师教得踏实。

(2) 通过合理的超前化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体验，

激发学生的学习趣味。例如：老师显示出他们的研究成

果 ( 科研论文、专利或产品 )，并对一篇浅的说明了一篇

学术论文所需要的每个环节，并对数据的收集、分析等

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3) 实施严格的课程考核体系，辅助以严格的课程考

核纪律要求，激发学生内部的学习动力，考核采用考勤

+ 课上作业示例 + 课下作业 + 期末考试的形式，综合评

定学生的学习成绩，避免学生在期末前突击学习的情况；

(4) 积极地培养学习兴趣，提升出勤率兴趣，是学生

学习的源动力。通过内驱力的指导，可以极大地提升学

生的学习效率，同时也可以促进学生的课堂表达。同时，

要充分运用现有的通信工具和方法，例如，建立以群平

台为基础的微信 (QQ) 学习交流群、师生之间可以实时

沟通或答疑解惑、群策群力激发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

互动和沟通，从而为一个真正的学习交流群；

(5) 教师使理论教学和操作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升教

学品质，通过现代化信息化手段，不断改革创新，学习

新的知识，达到了教与学的良性互动；

(6) 采用改革评估的方法，在课程的学习完成后，学

生的整体综合成绩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 80 分或 80 分

以上的综合应用能力中，综合应用能力测定不合格率大

幅下降，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应用知识综合能力得到

根本提高，使学生在综合素质上得到了全方位的提高 [5]。

六、结语

作为新时期三大战略学科之首，一直被各界所关注。

计算机运用于材料学，为各大院校材料化学院的学生提

供一次跨学科、学应用类课程的典型机遇，提高了学生

对材料的主动性和兴趣，同时，课程的理论和实际应用

也使学生感受到了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的乐趣和意义。

计算机科学和材料科学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同步发展的

新局面，是计算机在材料科学中应用课程的改革和创新

所开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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