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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本科院校工程热力学教学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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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热力学作为工科教育中的重要学科，对培养优秀工程师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探讨了民办本科院校工

程热力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性以及关键措施，工程热力学在工科教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民办本科院校在教育质量、师资

力量等方面面临挑战，提出了课程内容优化、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生参与支持等关键改革措施，并展望了未来。通过这些措

施，将为民办本科院校工程热力学教学的改进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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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ining 
excellent engine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key measures of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teaching reform in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plays a key role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but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re faced with challenges in education quality and teacher strength, and puts forward key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course content 
optimization,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and student participation support, and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Through these measures, it 
will provide useful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teaching in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Keywords:   Private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Teaching reform; Course content optim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基金项目：2022年山东华宇工学院教学改革项目：“一流专业建设背景下工程热力教学改革与研究”（2022JG28）

引言

工程热力学作为工科教育中的重要学科，对培养优秀工

程师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民办本科院校，尤其是

面临不同程度挑战的教育环境下，如何有效地开展工程热力

学教学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在当今高等教育领域，民办本

科院校正在崭露头角，为广大学生提供多样化、灵活性更强

的教育选择。然而，伴随着这一快速增长的势头，民办本科

院校也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如何确保高

质量的工程热力学教学，工程热力学作为工科教育的基础和

核心，对于培养出卓越的工程师至关重要。

1  热力学教学的重要性

1.1  工程热力学在工科教育中的作用

工程热力学作为工科教育中的一门核心学科，扮演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它涵盖了热力学原理的应用，旨在

使学生掌握能量转换、热传导、热流、热工作等基本概念

和技能。工程热力学不仅为工科学生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

础，这是他们在工程领域中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学生通

过学习热力学原理，能够更好地理解能量转换过程、热工

作原理以及工程系统的热性能。工程热力学教育还将理论

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应对真实世界中的工程挑

战。他们学会了如何设计高效的热系统、优化能源利用以

及改进工程设备的性能，这对于解决环境和能源相关的问

题至关重要。工程热力学也涉及多个工程领域，如机械工

程、化工工程、能源工程等，它培养了跨学科思维和综合

问题解决能力，使学生能够在不同领域中应用他们的知识

和技能。此外，工程热力学教育鼓励学生思考创新解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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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挑战，他们学习如何开

发更环保的技术和系统，有助于塑造未来可持续的社会。

工程热力学在工科教育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为学生提供

了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使他们能够成为有竞争力的工程

师，并为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做出贡献。因此，

提高工程热力学教学质量对于民办本科院校的教育体系至

关重要[1]。

1.2  民办本科院校面临的挑战

虽然工程热力学在工科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民办本

科院校在教育领域面临一系列特定的挑战，这些挑战影响

了工程热力学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许多民办本科院校面临

有限的财政和人力资源，这可能导致教育设施、实验室设

备和教师队伍的不足，从而影响了工程热力学教学的实施

和质量。拥有高素质的教师是提供高质量教育的基础，然

而，一些民办本科院校可能面临招聘和保留优秀教师的挑

战，这可能会影响到工程热力学教学的水平。民办本科院

校的学生群体通常具有多样性，包括来自不同背景和教育

水平的学生，这需要更多的教学策略和资源来满足不同学

生的需求，包括在工程热力学领域。工程热力学是一个复

杂的学科，需要创新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参与度，在民办本科院校中，推动教学方法的创新可能需

要额外的资源和支持。民办本科院校通常需要满足高教育

质量的期望，以吸引学生和维护声誉，因此，他们需要采

取措施来提高工程热力学教育的质量，以满足这些要求。

民办本科院校在工程热力学教育中面临多样化的挑战，这

些挑战需要创新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以确保教育质量得到

提升，学生能够获得与传统本科院校相当的教育水平[2]。

2  工程热力学教学改革的关键措施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工程领域的不断进步，工程热力学教

育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尤其是对于民办本科院校，由

于资源、教材和教学方法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如何提高工

程热力学的教学质量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

需要采取以下关键措施进行教学改革。

2.1  课程内容优化

为了应对民办本科院校工程热力学教学所面临的挑战，

必须采取一系列关键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课程内容的优

化。通过重新审视、更新和改进课程内容，可以提高教育

质量、激发学生的兴趣，并确保他们在热力学领域获得深

入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需要明确定义工程热力学课程

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原理，这有助于教师和学生更好地理解

哪些内容是最关键的，以及如何将这些概念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核心概念的明确定义还有助于课程的紧凑性和重点

性。将课程内容与实际工程应用相关联，使学生能够看到

理论知识如何在实际工程中发挥作用，引入实际案例、工

程项目和问题解决情境，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选择优质的教材和教学资源对于课程内容的优化至关重

要，教材应当清晰、易懂，并具有足够的案例和练习题[3]。

使用多媒体资源、模拟软件和实验室设备可以丰富教学内

容，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工程热力学领域不断发展，因此

课程内容也应随之更新，确保课程与最新的研究和技术趋

势保持一致，以使学生毕业时具备最新的知识和技能。此

外，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包括小组讨论、问题解决、

实验、案例研究和在线学习平台，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

风格和需求。这有助于提高教学的互动性和吸引力。通过

以上课程内容的优化措施，民办本科院校可以提高工程热

力学教育的质量，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热力学原理，

为将来的工程实践做好充分准备。

2.2  师资队伍建设

在民办本科院校进行工程热力学教学改革中，师资队伍

的建设至关重要，优质的教师是提供高水平教育的基石。

民办本科院校需要积极招聘和聘用具有深厚热力学知识和

教育经验的教师，这些教师不仅要精通学科，还应具备教

育教学方面的技能，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供持续

的教师培训和发展计划，以帮助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

水平和教学方法，培训可以涵盖最新的热力学研究进展、

教育技术和课程设计。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热力学领域的研

究，将其研究成果融入教学中。这可以提供最新的知识，

同时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和创新能力。民办本科院校也可

以与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和工程公司建立合作与交流机

制，使教师有机会参与专业领域的实际项目和行业合作,这

有助于教师保持与工程实践的联系。此外，建立清晰的学

术评价体系，鼓励和奖励教师在教育方面的杰出表现和热

力学领域的贡献，这可以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教育质

量[4]。通过以上师资队伍建设的措施，民办本科院校可以建

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工程热力学

教育，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和知识传授，这将有助

于培养出更具创新能力和实际应用价值的工程师

2.3  学生参与和支持

学生的积极参与和获得支持对于成功的工程热力学教学

改革至关重要，鼓励学生参与教育决策过程，例如课程设

计、教学方法选择和教材选定，他们的反馈和建议可以帮

助优化课程，使其更适应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建立学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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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体系，包括辅导服务、学术指导和课外学术活动，这有

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热力学概念，解决学习困难，并提高

学术成绩。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包括实验室实践、项目

参与和实习，这可以让他们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程问

题中，增强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

包括鼓励合作学习、小组项目和讨论，这有助于学生互相

学习、交流思想，并激发创新精神。此外，设立奖学金和

荣誉奖励，以鼓励学生在工程热力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

奖励可以提供学术动力，激励学生更好地投入学习。通过

上述学生参与和支持的措施，民办本科院校可以培养积极

主动的学生，提高他们的学术表现，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广

泛的发展机会，帮助他们成为具备全面素质的工程师，这

将为工程热力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做出重要贡献。

3  改革效果评估与展望

3.1  教学改革效果评估

对于民办本科院校的工程热力学教学改革来说，评估改

革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持续的评估和监测，才

能确保改革措施的有效性，并及时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进

[5]。首先，需要明确定义教学改革的目标和期望成果，这

可能包括学生的学术成绩、参与度、满意度调查结果、教

师的反馈以及与工程实际应用相关的指标，明确的指标有

助于衡量改革的成功。收集与评估有关教学改革的数据，

包括学生的学术表现、课堂参与度和课程评价，同时收集

教师的反馈和建议，以了解改革的实际影响，数据分析可

以帮助发现问题和趋势。定期收集学生的反馈，通过问卷

调查、焦点小组讨论或个别面谈等方式，了解他们对教学

改革的看法和建议，学生的声音对于改进课程至关重要。

将改革前后的数据进行比较和对比，以确定改革是否带来

了显著的改善，这可以通过统计分析和趋势分析来完成。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改革计划的调整和改进措施，这可能

包括重新设计课程、修改教学方法、增加资源投入或加强

师资培训等。评估工作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仅仅

是一次性的，定期监测教学改革的效果，确保改进持续进

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教育质量。通过以上评估

教学改革效果的措施，民办本科院校可以全面了解改革的

成效，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纠正措施，确保工程热力学教

学的不断提高和优化，这将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经验，

同时提高民办本科院校的教育质量和竞争力。

3.2  未来展望

工程热力学教学改革不仅关乎当前的教育质量，还涉

及到未来工程领域的发展和学生的终身学习，需要展望

未来，以确保教学改革能够不断适应变化的需求和技术趋

势。教育技术将继续演变，为工程热力学教学提供更多可

能性，虚拟实验室、在线学习平台和智能化教学工具可以

更好地支持学生的学习，为他们提供更灵活的学习方式。

工程热力学已经与许多其他学科相互关联，未来，教育可

以更多地强调跨学科教育，使学生能够将热力学原理与材

料科学、环境工程等其他领域相结合，以解决复杂的实际

问题。面对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未来的工程师需要具备

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和技能，工程热力学教育应更加注重可

持续性，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绿色工程能力。随着全球

化的推进，工程师通常需要在国际背景下工作，未来的教

育可以鼓励国际化合作，例如国际交换项目和跨国工程研

究，以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工程师。持续改进将是未来工

程热力学教育的关键，定期的教育质量评估和反馈机制将

确保课程的不断更新和改善，以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未

来工程热力学教育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可持续性和国际

视野，民办本科院校需要积极跟进这些趋势，不断调整和

完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培养出具备综合素质的工程师，

他们将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并推动工程科学的发展。

结论

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民办本科院校可以提高工程热力学

教育的质量，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实践经验和可持续发展

意识的工程师。然而，教育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

坚定的决心和不断的努力。通过教师、学生和学校的共同

努力，民办本科院校的工程热力学教育将不断取得新的成

就，为社会和工程领域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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