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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油层物理”产教融合教学改革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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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油层物理是研究油（气）层物理和物理化学现象的科学，该课程在石油工程专业必修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断进行课程建设，更新教学内容，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按目标导向设计课程。新工科与工程教育认证对课

程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手段的创新、考核方法和教学模式的改革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此，本文对产教融合下油层物理

教学模式的实践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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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下，改变传统教学理念，不仅要传

授石油工程基本知识，还应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学习主动

性。探索油田深度参与条件下人才培养模式和实施方案，师

资队伍的建设。学校持续加大教材建设力度，发挥学科优势、

突出专业特色，不断强化教材建设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作用

地位，鼓励教师将教学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通

过教学改革，推进本科生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1 新工科的内涵和工程教育认证

1.1 新工科的内涵

新型工程技术人才是国家为适应新经济发展要求，全面

推进高等工程教育而提出的一种新理念，其目的在于培养大

批新型工程技术人才，使我国在新形势下产业革命和经济发

展需要更多的人才。

1.2 工程教育认证

目前，石油工程类专业基础课的油层物理课程，不仅要

求学生掌握这门课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也要在这一背景

下，把“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作为提高教学水平的重

要手段，对石油工程专业油层物理课程教学改革的优化方向

进行探索。并将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达到石油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的目的。

2 油层物理教学手段的创新

2.1 混合教学法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教育部对在线教育提出了

“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并对一系列在线教学进行了指导。

如，如腾讯会议、钉钉等，众多网络教育平台都迎来了井喷

式的发展。在线教学虽有不足之处，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

学，但是它已逐渐成为教学方式的重要补充，它对许多教师

和学生在渡过这次疫情时起到了重要作用。伴随着 ICT（电

子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ICT 已进入教学领域，

在线学习已逐渐普及。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

学手段，使学习效果与教学成本最大化。混合教学的出现，

使高等教育理念得以改变，并不断塑造学生的学习过程。

2.2 PBL 教学模式

PBL教学模式，即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PBL

教学模式从静态教学向动态教学转变。教学活动要以学生为

中心，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学科特征进行教学活动，知

识的建构要借助发现、解决问题、明辨是非等过程。PBL教

学模式强调“输出”教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线，而非根

据学科知识内部逻辑确定教学内容。老师制定切实可行的目

标，组织学生搜集材料、小组讨论、总结成果，以解决实际

问题，从而达到目的。对以上活动，教师应从策划人的角度

给出合理的建议，不要做领导或看热闹。多相流的渗流机理

是油层物理这门课程研究的难点和重点，教师应采取下列措

施进行教学。老师需要向学生提供有关的自主探究的学习材

料，学生可自由组成小组。举例说，一个班 30 人的班，能

将学生平均分成 6 组，学生学习完毕后，组内和组间都要互

相交流。最终，每一组应提交本组分析报告，并派一名代表

就该分析报告进行汇报，同时回答其他小组成员的问题。每

名学生的最终成绩组成可包括下列各部分：分析报告分数

30%、小组讨论发言分数 30%、小组综合分数 40%，最终把

每个学生的分数结合起来。

3 物理课油层考核方法的改革

一种合理的评估方法，既能检验教师的教学，又能检验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要努力提高绩效考核制度的质量，使其

尽可能做到科学客观。目前普遍采用的成绩考核制度，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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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比例占 30%，期末成绩比例高达 70%。可见，目前的绩

效考核机制不够合理。为此，应根据实际情况，改变现行的

考核机制。

尽管高等教育在“优秀工程师计划”“质量工程”等方

面有所进展，但大学工程教育的改革尚需进一步完善，许多

问题仍在探索与实践中。优秀工程师项目对教师来说至关重

要，因为他们必须具备企业经验，或者曾参与过企业实务培

训。从新工科建设与工程教育认证的角度来看，对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不只是“知识面广、综合性强”，更要强调

新工科多学科交叉与产业特色。

4 团队能力和评估机制及巩固导学情感

4.1 油层物理教学团队

优秀工程师项目“工程专业认证”后，现有教职员工的

教育和教学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无法完全满足新工科对教

师队伍建设的需求。为适应新工科建设需要，现已有的教师

经过培训，增加了自己的行业经验，如开展企业培训炼等，

使教师能够不断积累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经验，这些都是提

高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法宝。学校、研究组要定期组织教师

培训班，并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也是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和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教师的道德与专业素养同样重要，

教师只有具有良好的品德与专业素养，才能成为学生的榜

样，引导社会向前发展。

4.2 完善教师队伍评估机制

详细、合理地对教师进行评估，给教师提供中肯的反馈，

可有效地指导教师改进教育教学，从而确保教学和人才培养

的质量。对教师进行评估，不仅能体现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

针对性，更能极大地激发教师的自我意识。

4.3 构建师生互信共情体验

固导学情感共同体是构建新时代导学关系的必要环节。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通过师生多主体的交往互动，形成

充满人文关怀的情感纽带。导师对学生有着“视如己出”的

责任感，并在制度层面完成了学生“客体-主体”实践结构的

转换。通过心理沟通站、教师节送祝福等方式积累共情体验，

以名师面对面、导学协商会等方式彰显平等关怀。在内部建

立起真诚互信、民主平等的情感关系，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提供文化保障。

5 打造新时代导学命运共同体

5.1 规范导学价值共同体

规范导学价值共同体是构建新时代导学关系的前提。以

学生思想建设为中心，将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引

导价值判断，实现价值共识。导师不仅是学术之师，更是德

行之师、信仰之师、精神之师。最鲜明的特色是跨校区的思

政教育模式，校区教师主动承担教学任务，组织学生前往克

拉玛依学习调研，与新疆油田企业开展合作共建，切身融入

总书记回信精神的生根土壤，形成“扎根基层、献身西部”

的导学风尚。

5.2 优化导学知识共同体

优化导学知识共同体是构建新时代导学关系的关键。以

学生学术成长为中心，紧跟能源环境领域发展需求，与知识

演进同频共振。长期聚焦“双碳”战略导向，为加快实现减

碳目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突出贡献，促进实现人才培

养与知识创新的良性互动。

5.3 完善导学育人共同体

完善导学育人共同体是构建新时代导学关系的重要目

的。以学生人格完善为中心，广泛开展校企合作和社会服务

活动，完善育人模式。以“请回来，走出去”为方针构建校

友导学体系，组织课题组历届“校友导学团队”开展回访活

动，积极引导产学协同与项目落地。在科研实践、服务社会

中涵育家国情怀，完善人格塑造，为祖国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结束语

随着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围绕着一种新观念、新型工程

教育、新素质教育等内容，开展新工科教育背景下的新工科

教育，为未来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种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本文深入研究油层物理的教学改革，并将油层物理课程中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此为切入点，以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章星,程佳豪,刘红现,董杰,朱道义.“油层物理学”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J].才智,2019(19):120.

[2] 章星,姜立国,林强,胡瑞,姜雪.高校思政教育视域下的学风建设研究[J].教育学文摘,2020,35(9):298.

[3] 卞小强，郭黎明.新工科+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油层物理教学模式探究[J].大学教育,2021(10):36-39.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11 期 2021 年

[4] 朱秀兰,刘雪芬,余岚,姜生玲,孙宁,杨江平.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油层物理实验教学改革[J].化工管理,2021(28):59-60.

作者简介：章星（1984.10—），性别：男，民族：汉，籍贯：江苏省宿迁市，学历：博士研究生，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

油气田开发工程。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编号：202101121012，新工科背景下“油层物理”课程产教融合研究

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