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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验类课程较一般课程存在教学模式与方法陈旧、单一，知识点更新缓慢的问题。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课

涉及大量新型合成设备与高端测试分析设备的使用，专业基础知识要求高，使用传统方式教学难度大，有

必要采用最新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对材料试验课程进行教学改革，以达到教与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目标，培养基础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的新型工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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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一门包含从材料设计、结构分

析、性能研究到合成新材料产品的工程学科，其中涉及到

的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培养与实验实践环节紧密相关，实验

教学的模式与质量决定着培养学生能力与素质的质量[1]。

目前，相对于专业课教学模式而言，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实验类教学模式相对传统、单一，学生的主动积极性不高，

实践内容的形式陈旧，学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难度较[2]

大。基于以上情况，有必要结合最新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对

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实验教学模式与内容进行改革，以达到

教与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目标。 

新型材料实验教学模式与方法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

新潜力与主动实践能力，适合培养基础知识扎实、动手能

力强的新型工科人才[3-4]。基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验

课程的一些教学经验与研究，为了实现实验教学效果的有

效改革，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  实验课程的前期准备 

大学课程偏重于基础、综合素质的培养，涉及到的基

础课程种类以及内容较多，如果学生不进行前期准备而直

接听课将导致课程进展缓慢，学生学习效率低等问题。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教学过程中涉及大量的新型合

成设备与高端测试分析设备，如热等静压烧结炉、X 射线

衍射测试仪、扫描电子显微镜等，此类设备需要一定的专

业基础知识与操作培训才能进行使用，如果采用传统方式

讲授，如板书、实操等，由于讲授内容不够形象，过程中

的细节、注意事项体现不出来，那么学生对繁琐的设备操

作印象不深，使用过程极易造成设备损坏及安全事故的发

生。为了降低此类问题的出现，可以通过慕课等网络平台

在每次新课前留有课程预习作业，在网络课程里展开设备

介绍与操作的基础知识，学生通过生动形象的图片以及动

画详细掌握课程操作的知识点与重难点，那么学生在课程

实践时就会有的放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5]。具体做法

为： 

（1）通过教学网络群、慕课、网课 APP 等方式发布

实验课程预习内容，包括知识点、重难点、原理框图。类

型采用 PPT、原理图片、实操视频等，使学生对每一个实

验环节有深入了解。 

（2）设置课前问题，下次课堂上要求学生对问题作

出解答，学生通过自行寻找答案潜移默化地掌握知识点与

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创造力[6]。 

2  实验教学模式的多样性 

传统实验教学常采用先教师讲授知识点，后学生操作

的形式，学生在短时间学习后便进行设备的操作，那么学

生对知识点的印象不深，对实验原理的理解不透彻，势必

会造成实验教学效果的下降。其实，实验类课程也可以参

考公共课、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方式，如翻转课堂、小组讨

论式教学等[7-9]。例如，在实验课的教学中引入“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把教学目标与内容留给学

生，学生亲自通过课本、网络等多种方式获取资料，完成

课件制作、知识点讲解、设备操作一系列过程，通过前期

准备与互动式参与，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会更加透

彻，同时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力，教学

效果大大提高。具体方法为： 

（1）对班级学生进行有效分组，为了保证教学效果，

每组人数不易过多，一般不超过 8 人。 

（2）对于每一小组均留有一个讨论题目，该题目应

当包含教师教学课程设计中的一个基本知识点。学生通过

前期预习以及小组内讨论的方式对知识点进行展开及剖

析，规定讨论时间结束后，每小组派出代表通过 PPT、贴

纸、知识架构海报等形式展示小组观点，其他小组参与互

动，最后教师给予点评。 

3  实验教学内容的拓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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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类教学往往结合教材展开教学，由于教材版本变

更的速度较慢，知识结构往往不能紧跟教学内容的变化，

与最新实验的衔接有出入，导致学生获取知识面狭窄，对

最新实验内容的理解产生偏差。在这一方面，高校教师一

般均具有博硕士研究生学历，在自己的教学领域均有一定

的研究成果，那么实验内容的拓展形式就可以结合教师的

专业知识与项目研究成果而展开。教师结合自己的亲身研

究经历，将部分研究内容同实验教学内容有机地结合起

来，使得实验教学内容同最新科研方向保持一致，教学内

容得到了有效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得到了适当补充，打破

了教学内容长期陈旧不变的格局，教学效果得到了有效提

高[10-13]。具体做法为： 

（1）对多年教学、科研、项目成果进行总结，将与

实验课程相关内容按照就近原则编入课程设计当中，采用

研究的真实数据来拓展实验内容，使得实验内容更贴近于

生活及生产内容。 

（2）除了实验课程之外，安排学生深入实验室、测

试中心，通过实际的操作熟悉更多设备及控制系统的使

用。 

4  实验教学效果反馈与反思 

大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反馈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教师通过不断地获取学生反馈而持续地调整教学方式与

内容，对于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主要的方式

有：网络评分、问卷调查、教学效果反馈表等。同专业基

础课程教学一样，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实验课任课教师也

应当通过多种方式获取学生对于教学效果的反馈结果，及

时调整实验课程设计的教学模式与内容，以适应不断更新

的大学实验需求[14-16]。 

5  结语 

从实验课程的前期准备、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

效果反馈与反思几方面进行了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利

用最新教学模式将学生放在“中心”位置，以培养基础知

识扎实、动手能力强的新型工科人才为最终现实目标。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实验课程需要持续建设，教学模式及

内容需要不断改革，才能适应实验教学的最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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