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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生活化案例教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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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内容比较枯燥抽象且晦涩难懂 , 教学时存在很大难度。本文从金属材料生活化教学的

意旨进行论述，总结出金属材料教学案例。教师在金属材料的教学中营造生活化教学模式，培育学生发散思维，提升教师

教学水平，体现课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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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是技校机械类专业一门重要的

基础理论课，该课程包含金相组织、金属性能、金属牌号、

用途和热处理等 [1]。课程内容涉及面广且杂、理论知识多，

涉及物理、化学、力学等多门课程。技校高一年级的学生面

对文字艰涩、理论知识隐晦难懂金属材料课程欲哭无泪，学

习吃力，效果还差。笔者通过教材内容生活化处理、教学方

法生活化，提炼出生活化的教学案例，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2]。

1 生活化教学用于金属材料的意旨

1.1 营造学生学习兴趣，培育学生发散思维

金属材料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生活化的教学模式能打破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结合

生活常识让学生快乐学习 [3]。教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用理

论知识合理解释生活中一些普遍的现象，给学生营造学习的

兴趣，培育学生思维的敏捷性、深刻性和整体性。

1.2 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促进教学质量提升

生活化的教学方式促进老师开发生活资源，将金属材

料的知识与生活常识联系，拓展教师的认知，完善教师的教

学能力，从而促进教师团队整体教学质量的提升 [4]。

1.3 武装学生学习能力，振兴学生学科素养

技校学生大部分初中学习成绩比较差，知识积累不够，

而且很多学生存在不会学习，不会听课的状态。笔者教授班

级遇到一名平时很听话很老实的学生，每节课都认真努力的

去听课，结果却是什么都不会。这种现象让我上课也很苦恼，

多年教学让我逐渐摸索出来生活化的教学方式，将相关是理

论知识提炼，提前让学生找生活中比较熟悉的事、物，再将

新的知识与生活常识相联系，学生学习会事半功倍 [5]。通过

不断练习，学生学会学习，武装了学习能力，振兴了学科素

养。

1.4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体现课程价值

学生用生活化的方式学习，老师用生活化的方式教学，

在学习新的知识时，学生总会有一些新的看法。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在全班那么多学生的思想碰撞中，总会有新的火花

形成，总会有老师都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这样在锻炼学生规

范新的学习方法的同时又巩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从而体现

本课程的价值 [6]。

2 金属材料生活化教学策略

金属材料生活化教学重点在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

深刻性、整体性与创造性。凡事熟能生巧，知识的学习方法

也一样，学生适应了生活化的教学方式，每次课都能带着问

题去寻找生活中的相关知识，这样学生慢慢的就会形成超前

思维，遇到一个现象或者事物，多思考一下，结合一下理论

知识，这样迁移性的学习方法也适用于其他学科 [7]。有了超

前的思维，学生遇到问题会慢慢的追根究底，积极的研究问

题，从未培养他们深刻性的思维方式，同时任课老师也会深

刻思考问题。教师长期教学会形成一套理论体系，但在教学

的过程中老师再充实自己，同时跟学生新的思维发生碰撞形

成新的知识体系，考虑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培养

学生和老师的整体性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引导学

生的好奇心，发散思维，培养创造性 [8]。

3 生活化教学案例

3.1 力——伸长曲线

由于学校设备有限，拉伸试验无法做，拉断钢材学生

靠双手也无法实现，学生理解拉伸过程比较困难，可否找一

个有明显屈服阶段的物体来代替低碳钢，就地取材教室讲台

上有很多垃圾袋，按班级人数裁剪成若干条，每人两条，让

学生先拉断一条自己感受一下，再结合力——伸长曲线来讲

解，力——伸长曲线如图 1 所示。弹性变形阶段：外力撤去，

变形消失，跟之前所学弹性变形特点一样。屈服阶段：力大

小不变，变形增加。塑料袋在拉伸过程中这一阶段比较明显

的。强化阶段：力继续增加，变形明显增加的阶段。在塑料

袋被拉断前，变形明显增加的阶段也比较明显。颈缩阶段：

外力达到最大值后，截面局部收缩，直至断裂。最大值的位

置，形成抗拉强度，这一拉断过程结合图形讲解，学生更容

易掌握，画图也更准确。



2021 年 3 卷 1 期 ISSN: 2661-3751(Print); 2661-376X(Online)

·44 ·        科研管理

图 1 低碳钢的力——伸长曲线

3.2 铁碳合金基本组织

固溶体、金属化合物、混合物是合金组织的三大类，

其中固溶体又包含间隙固溶体、置换固溶体两类。

3.2.1 固溶体

间隙固溶体好比在一盆黄豆里加入红豆，黄豆间的空

隙比较小，能融入的红豆有限，所以间隙固溶体属于有限固

溶体；置换固溶体相当于把一盆红豆换成绿豆，红豆的数量

能无限制替换成绿豆，所以置换固溶体是无限固溶体。铁碳

合金基本组织中的铁素体（F）和奥氏体（A）都是碳溶解

在不同晶格类型的铁中形成的间隙固溶体。

形成固溶体的过程中，晶格会发生畸变，即黄豆中加

入红豆，黄豆的位置会发生变化，黄豆会排斥红豆，整体是

排外性，体现出来的是变形抗力增加，从而提高金属材料的

强度和硬度，也就是固溶强化。

3.2.2 金属化合物

金属化合物则是两种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出现新的物

种，好比苹果梨，既有苹果的味道又有梨的特征，同时还是

新物种，铁碳合金中的渗碳体就是一种金属化合物。金属化

合物的特点之一晶格结构复杂，其性能特点表现出脆性高、

熔点高、硬度高、化学性能稳定。

3.2.3. 混合物

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相混合在一起，有明显的分界面，

比如冰和水、水和油等，再比如上述固溶体中提到的红豆和

绿豆，在固溶体中它们相当于一个原子，如果把它们考虑成

一个物种，那么混合在一起就属于混合物。铁碳合金中的珠

光体和莱氏体就是典型的混合物，铁碳合金基本组织与特性

如表 1 所示。

表 1 铁碳合金基本组织与特性

3.3 淬透性、淬硬性

淬透性与淬硬性听名字以为是类似的东西，其实千差

万别。以淬透性为例，一摞餐巾纸上滴一滴水，水很容易渗

透到餐巾纸内部，但是滴一滴水在一张塑料纸上，水滴不能

渗透进去。钢淬火是为了得到马氏体组织，淬透性好的钢，

整体都获得的是马氏体组织，所以淬透性好的钢适合制造较

大的零件。淬硬性是钢淬火后获得所得到的马氏体的最高硬

度，取决于马氏体中碳的含量，马氏体分低碳马氏体和高碳

马氏体，高碳马氏体由于含碳量高硬度也大。

3.4 淬火、回火

说到淬火可能有些同学还不知道，但说道打铁铸剑，

学生能立马叽叽喳喳说很多。但是为什么一般淬火后要紧跟

着回火呢？淬火是钢加热到一定温度下快速冷却，获得马氏

体的过程，由于温度转变速度快，原子来不及跑，所以这个

转变中只有 γ-Fe 转变为 α-Fe。从上述知识中知道 γ-Fe

（碳溶解度 2.11%）比 α-Fe（碳溶解度 0.0218%）溶碳能

力大很多，这样就有过多的碳溶解不到铁中形成过饱和固溶

体，使得马氏体组织不稳定。这就好比冬天天气变冷，同学

们都在教室不愿意出去，但是又不能一动不动（原子本身也

一直在无规则运动），而且还把两个班的学生放在一个教室

里（多出来的碳原子）并限定活动范围，这就增加了不稳定

因素且容易闹事，对工件来说就是容易变形或者开裂。

回火是将淬火钢重新加热到一定温度，再冷却的工艺。

加热到一定温度，又不让晶格发生变化，仍然是具有高硬度

的马氏体组织，温度升高以后，碳原子愿意跑动了，运动范

围变大，好比学生可以分散到不拥挤的地方，学生之间的张

紧力也会消除，使工件的组织变的稳定，力学性能也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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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综上所述，金属材料由于其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导

致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很困难，教师要不断的尝试创新教

学方法、教学模式，充分发挥生活化教学方式在金属材料

教学中的作用。生活化的教学方式不但可以培养学生发散思

维、弘扬学生学科素养、鼓励学生的创新能力，同时能提升

教师教学水平、体现课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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