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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企协作的《复合材料》课程教学实践
李海丰　杨　明　朱秀芳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2）

摘要：基于校企协作的教学模式，对《复合材料》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与实践。优化了理论和实践的知识模块，并设

计了对应的育人目标；构建了主题授课、案例探讨、专家讲解、项目实践和前沿展示“五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实践表明基于校企协作

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充分发挥了校企双方的优势，人才培养协同进行，很好实现了“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校企协作；教学方式；人才培养

复合材料是现代高分子材料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

目前汽车“新四化”亟须突破的一门技术。《复合材料》课程的

地位在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以及专业知识体系的架构中日益突出，

其课程的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师生的极大关注。由于该门课程包含

了较多的抽象理论，而且实践性极强，任课教师需要具备较为丰

富的实践案例才能形象生动的讲解，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很难引

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较差。校企协作育人是国家在新形

势下提出并倡导的一种“人、财、物”共享、共建、共赢的教学

模式，通过校企双方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充分发挥企业的实践作

用，共同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国内一些高校在这方面也做了很

多尝试，取得了较好成效，其中发现“校企协同育人是培养应用

型、创新型人才的必经之路”，也能最大程度的将产、学、研有

机地整合起来，拓展了学生的学习、实习、实训的空间 [4-5]，为

今后的专业学习、职业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此背景下，作

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我院将校企协作育人模式应用于高分子材料

专业的《复合材料》课程教学，以期提升教学效果，并持续改进，

为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做出有益的探索。

一、协作育人目标

《复合材料》是面向我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开设的一门

专业选修课，通过校企资源的共建、共享，搭建并完善《复合材料》

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体系，实现协同育人。使学生通过该门课程

的学习，具备对产品从复合材料设计、成型工艺、设备、模具及

应用均有系统的认识，培养学生综合应用专业知识以及熟练运用

专业软件的能力。

二、协作育人实施方法

本课程共计 32 学时，没有实验实训环节，而课程具有理论层

次多、实践性强的特点，因此设计课程的教学总要求为“突出重点、

立足行业、兼顾实践”。为此本课程协作育人的开展从理论和实

践两个方面进行，理论课程系统介绍复合材料，偏重于复合材料

在汽车以及汽车轻量化方面的应用。实践课以企业在研、在用的

典型零件为案例，训练学生软件应用、技术经济分析等实际项目

开发与管理的能力。此外，实施过程中还注重教师工程实践能力

的培养，教师参与企业的项目申请与开发，承担部分工作以提升

科研及理论专业能力。

（一）校企联合制定教学大纲、改革课程内容体系、突出专

业特色

由于《复合材料》课程覆盖内容广，既有原理层面的内容，

又有宏观层面的加工工艺、成型设备等内容，还包括前沿领域的

创新研究成果，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较好地完成教学，使学

生达到理解、掌握、运用的目的，课程内容的选取与设计至关重要。

对此，本着“学时有限、立足行业、兼顾实践”的原则，以高分

子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为指导，并结合毕业

生今后的就业方向主要是橡胶、塑料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的特点，

联合校外实习基地东风（十堰）林泓汽车配套件有限公司、湖北

森鑫汽车零部件公司、湖北大雁玻璃钢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风神

橡胶等公司技术专家一起制定《复合材料》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

对原有的内容体系进行优化提炼，侧重于讲授学生在实际工作中

接触、运用较多的聚合基复合材料等内容，具体见表 1。对专业

相关性不大的内容，安排学生课外自学，以此来突出课程的实用

性及专业的培养特色。

表 1 优化后的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 知识模块
学 时
分配

主要内容
协作育
人目标

理论
2 6
学时

基 本
理论
2 2 学
时

绪论 2 复合材料概述

复合材
料设计

基体材料 4

典型热塑性树脂、热固性
树脂
聚合物基体的主要作用
常见三种热固性树脂基体
的特点
金属基体

增强材料 8

增强材料的作用、分类及
特点
玻璃纤维的基本性能、制
造工艺
碳纤维的基本性能、制造
工艺

复材的界
面

1
复合材料界面的定义及作
用
玻璃纤维的表面处理

聚合物基
复材

6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种类
典型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
性能
主要的成型加工技术以及
各种应用领域

复合材
料成型
工艺
复合材
料成型
设备金属基复

材
1

金属基复合材料的种类
常见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性
能和应用

前 沿
扩展
4 学时

复材前沿 4
复合材料优势和局限
复合材料发展趋势

复合材
料发展

实践
6 学
时

工 程
运用
6 学时

企业专家
讲座

2
复合材料在汽车新四化上
的运用

复合材
料应用案例分析

运用
4

汽车轻量化的技术路径
相关软件（力学、工艺）
的使用

（二）丰富教学形式和方法

充分利用校企资源，构建“五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开展主

题授课、案例探讨、专家讲解、项目实践和前沿展示的多层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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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以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

1. 主题授课。有别于以往按教材章节的授课方式，以每次课

2 学时为一个基本单元，每次课依据课程内容设置一个教学主题

或者几个副题，教师围绕该主题备课、讲授，努力贯彻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的教学理念；同时，期初通过学习通将主题

发布给学生，要求学生提前准备学习笔记、课堂发言、讨论内容

等，并作为课程平时成绩。通过主题设置的方式，一方面减少教

师的全盘灌输，突出重点，有利于梳理课程知识逻辑；另一方面，

促使学生参与教学、参与课堂，并促进学习的主动性。总之，使

用该法使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探究。

2. 案例探讨。充分利用我院建设的“汽车零部件展示厅”（图

1），将学生分组后，每一小组选定一个零件进行材料的分析，论

证复合材料的应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资料，完成一份论证

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展示与讨论。教师则准备一份汽车主要

零部件材料大解析的课件做总结介绍，再结合实物讨论成型工艺。

如针对传统塑料材质的 PP 改性保险杠，学生可以论证采用复合材

料制造的优势与劣势，并结合制造工艺、生产成本综合分析复材

制件的特点；针对驻车用的停车楔，从轻量化的目标出发，论证

橡胶停车楔、塑料停车楔以及玻纤增强材质停车楔的可行性，并

与金属停车楔从使用功能、寿命、环保性及经济性等方面对比分析，

强化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实现学以致用。此外，结合协作企业

湖北道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与我院共建的“3D 打印应用创新中心”

的资源，让学生自由选题，完成复合材料与 3D 打印相关的案例报

告，并在课堂上展示与讨论，增强学习的兴趣并扩宽专业视野。

图 1 汽车零部件展示厅

3. 专家讲解。为在教学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增强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并发挥企业的实践优势，教学团队创造条件带领学生到湖

北道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湖北大雁玻璃钢有限公司、东风（十堰）

林泓汽车配套件有限公司、湖北双鸥汽车饰件有限公司等协作企

业生产现场观摩学习，并请工程师现场讲解。让学生直观感受到

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围绕实物产品，将“看不见、摸不着”

的理论转化为可以实际讨论分析的专业知识。

4. 项目实践。理论内容学习结束后，即进入实践内容学习，

将企业提供的研究项目分发给学生，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完成

项目任务。包含材质选用分析、零件力学、工艺性能分析以及经

济性分析等。如针对某型号商用车挡泥板支架底座轻量化研发要

求，底座材质为铸钢，重量 2.39kg。学生从材料选用分析（传统

工程塑料与树脂基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有限元分析（图 2）

以及 3D 打印模型验证（图 3）等几个方面综合分析优化，最后选

用玻纤增强尼龙 PA66+GF30、设计了分体式的轻量化结构，经软

件仿真分析优化，在企业采用手糊成型工艺制造出了样品，经静

态测试基本满足使用工况。经过进一步优化，研究的轻量化底座

相比原铸钢材质的底座实现减重 80% 的效果。经过企业实际工程

项目的实践锻炼，学生综合运用了材料学、三维软件设计、有限

元仿真分析、新型制造技术 3D 打印以及复合材料典型制备工艺的

实操等理论与实践知识，起到了良好的协同育人效果。

     

图 2 学生运用软件做的模拟分析    图 3 学生完成的 3D 打印样品

5. 前沿展示。随着技术的更新换代，复合材料的研究结果层

出不穷，因此很有必要向学生介绍学科前沿的研究现状及进展。

对此，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安排有行业专家的报告解读、行业

大会、行业展会的观看等。如 2018 国际复合材料展会、2020 先进

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高峰论坛等行业信息学习。此外，

协作企业也提供了所参加的 2018 中国玻璃纤维工业协会 / 中国复

合材料工业协会年会、2019 第四届中国国际复合材料科技大会、

2021 中国国际汽车塑料及复合材料展览会汽车轻量化交流大会等

行业学术资源。这些极大地开阔了学生的专业视野，加深了对课

程理论的认识，提升了专业学习的动力和兴趣。

（三）以赛促学、以赛促用、学赛结合

学科竞赛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增强学生的研究和动手

能力；学生参与竞赛，也能促进对复合材料的理解认识。为此，

《复合材料》的课程教学注重借助相关赛事平台来检验教学效果。

自 2018 年起，我院高分子材料系连续三年组队参加了“光威杯”

中国大学生高性能复合材料科技创新竞赛，均进入了全国半决赛，

其中 2018 年获得了全国优秀奖以及最佳组织奖。每年都有 3-4 只

队伍参赛，覆盖本专业学生比例接近 60%。此外，每年均组织学

生以复合材料相关课题研究参加中国大学生高分子材料创新创业

大赛，均取得了较好成绩。通过学赛结合的方式很好地培养、锻

炼了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三、结束语

《复合材料》的课程教学采用校企协作育人模式，一方面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极大促进了学生对本专业的关注与投入，

使理论与实践良好的结合，获得了较好的专业学习效果；特别是

在企业的产品项目研发方面，充分锻炼了学生专业知识与软件应

用的能力。另一方面提升了教师的科研能力和业务水平，结合学

校、学院、学科特色，进一步扩展了研究领域，有力提升了本专

业的教学和育人水平，很好地实现了“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后续本课程的协作育人将在校企合作教材建设、精品视频课程资

源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实施以及项目化实操实践范围

扩大等方面持续改进完善，以期进一步提升协作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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