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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论文讨论了视频案例教学在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教学中的应用，从视频案例对课堂教学效果的作用出发，讨论了视频案例教学的

实施方法。 授课所用视频素材应从授课的重点与难点出发，生动形象、短小精悍。 在讲授时，应合理设计视频素材的播放与讲授顺序，
对素材内容进行深入发掘与分析，并由此启发学生进行发散性思考和课后的拓展学习。 通过视频案例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增强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与工程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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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视频案例教学的现状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高等学校在课堂教学中对幻灯片

等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使用频率日渐增加。 相比于传统的板书

教学，多媒体教学因其图像生动、图文并茂等优势近年来被广

泛采用，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教学方式。 在此基础上，部
分高校及学科开始采用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视频素材进行

视频案例教学，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医学教学，
尤其是外科教学中，病例的视频录像以及手术录像已成为外科
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１，２］ 。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为工科专业，专业课程所讲授的内容大

多与工程材料、工业生产的实际工况密切相关。 尽管专业培养

体系中设有认识实习、生产实习等环节供学生赴工厂进行工业

生产的实习，增加对实际工况的感性认识，但日常的理论教学

与工业的实际生产仍存在一定的脱节，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仅

通过多媒体的文字和图片示例很难对实际工况有深刻的认识。
目前金属材料工程专业课的授课方式大多为传统板书教学与

幻灯片教学相结合，视频案例教学尚未得到广泛的重视及应

用。 本文提出在与工程实际紧密相关的课程教学中，适当选择

生动形象、有代表性、有启发性的视频素材作为视频案例进行

课程教学，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学习兴趣，使学

生对所学知识、材料及设备的建立清晰的认识，并促进理论学

习与生产实践的融合。
以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热处理设备与仪表》这门课程为

例，授课内容包括传热学理论、仪器仪表理论以及大量工业热

处理设备的原理及应用，但工业热处理设备在日常生活中很难

接触到，学生对设备的形状、体积、功能、生产线的运行情况、产

品的生产流程等很难形成生动形象的认知，此时适当地选取工
厂生产线的视频素材进行视频案例教学可以最快地让学生对
设备的产线及工况有形象、清晰的认知，为后续的理论教学形

成铺垫并激发学生对后续理论知识的学习兴趣。
２　 视频案例教学的实施方法
２．１　 视频素材的选取与制作要求

为更好地贴合教学内容，服务于课堂授课，视频素材精心

的选择与制作至关重要。 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广泛地收集、涉猎
相关的视频素材并从中筛选出适当的视频素材作为授课所需

的视频案例，必要时还需授课教师亲自完成视频素材的编辑与
加工，这也是对知识点、知识框架的设计与重构过程，经过精心

设计与编辑的视频案例才能发挥更好的授课效果。 视频素材
的选取与制作要求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视频素材应重点突出且服务于教学内容，需要与课
堂授课内容相辅相成、并起到补充、增强的作用。 在视频素材

的选择与剪辑时，应从教学大纲出发，详细分析本节课的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授课结构等，明确授课的重点、难点。 所选取

的视频素材围绕重点、难点展开，通过视频生动、直观的可视性
展示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 同时，视频素材应具有强烈

的针对性，可以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视频中的重点，形成清
晰的主观印象，以便相关授课内容的展开。 比如在《热处理设
备与仪表》讲授电阻炉的原理与结构时，若先播放工厂中电阻

炉的结构以及相关产线的视频，随后再进行电阻炉的结构及工
作原理的讲授，就可以使学生更清晰地了解电阻炉在实际生产

中的作用与使用，形成宏观认识，随后由此出发进行相关理论
知识的讲授，增强授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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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视频素材应立体全面、形象生动。 视频素材是声音、
图像、文字的综合载体，优秀的视频素材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提供大量的信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给课堂教
学注入活力。 因此视频素材的内容需要内容立体、形象生动、
带入性强，创造逼真的教学氛围，使学生对所涉及的工程内容
产生浓厚的兴趣与主观感受。 例如，在钢铁材料热处理的视频
素材选择时，由热处理过程、工业产线、被处理工件动态的镜头
切换与追踪、热处理机理的动画演示等内容组成的视频素材比
单一内容的热处理录像更生动形象，所包含、展现的工况和知
识点也更加立体全面。

第三，视频素材应短小精悍。 课堂教学的时间十分宝贵，
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对授课内容进行合理的规划与分配，
通过视频案例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平衡授课知
识的深度、广度与工程实践教学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视频素材
的播放应遵循少而精的原则，在一堂课播放的视频建议不超过
１ 段，这样方可保证授课节奏的连续性，使课堂教学不因视频素
材的插入而被打乱。 另外所选择的视频素材需要浓缩、精炼、
与授课内容密切相关，重点突出，视频内容围绕一个主题而展
开，视频长度以 １～５ 分钟为宜，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激发兴趣，并避免学生的认知疲劳，最大限度地利用
课堂时间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时间太长、内容散漫而拖沓
的视频素材不宜采用，教师可通过 ｗｉｎｄｏｗｓ 自带的视频剪辑软
件或者会声会影等其他视频编辑软件来对视频素材进行裁剪、
修改、重新编辑以进行精炼与加工。
２．２　 视频素材的播放模式

研究指出视频素材的播放顺序需要根据授课内容及视频
素材的使用目的来进行调整，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来决定采用
先讲授后放映、先放映后讲授、讲授放映穿插三种模式之一［３］ 。
因此，在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课堂教学中，视频素材播放的时
机需要综合考虑视频内容、授课内容、视频内容在知识体系的
作用以及课堂气氛等多种因素。 例如，对工业材料、设备、产线
或生产宏观简介的视频素材宜在授课前播放，这样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并建立对实际工况最直观、形象的认识，易于后
续知识点的铺陈与开展；而涉及授课内容的细节介绍、重点难
点展示的视频则宜在知识点讲授完以后进行播放，这样可以对
知识点进行巩固与深化，强化授课效果。 例如，在《金属凝固原
理》课程中，详细讲授完金属材料凝固的整个过程以及所涉及
的宏观、微观组织变化，再播放相应的视频案例，则可以让学生
对所讲的知识点进行再次复习、巩固，建立生动、形象的认识，
对材料凝固过程中柱状晶、等轴晶以及缩孔等的形成有直观深
刻的印象，达到更好的授课效果。
２．３　 视频素材的深入分析及发散性讲授

视频案例生动形象的展示可以迅速将抽象的教学内容形
象化、具体化，通过恰当的视频案例设计与视频素材加工可以
迅速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视频案例的制作过程中可以预留待解
决的问题与难点，由此作为授课的切入点以及授课重点的提示
来进行课堂讲授。 在讲授过程中，可以从视频案例中的情景与

包含的内容展开深入分析，引出本节课的授课内容，在课堂讲
授过程中结合视频案例进行分析与实况讲解，并从视频案例出
发对知识点进行深度的挖掘与解析。 另外，由于视频案例来源
于实际工况，这使视频案例还能身临其境地给学生带来工业生
产的情境体验，这就为知识点的发散性讲授提供了条件。 例
如，在讲授热处理设备时，可播放设备正常运行与异常运行时
的视频素材，随后展开事故分析，发散性地启发学生根据所学
知识分析事故的产生原因与预防方法，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进行工业生产的分析与应用，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授课内
容的记忆、理解与应用能力，并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责任意
识。
２．４　 通过视频案例启发学生进行课外拓展

在视频素材成功引起学生的兴趣后，除了在课堂上进行相
关知识点的讲授之外，还可以提供其他视频素材并启发学生进
行课外拓展。 提供视频素材的具体途径包括：建立班级邮箱或
云盘，上传相关的视频素材供学生课后学习；提供视频来源，如
相关学习强国、公众号、慕课等相关渠道。 例如，在讲授大型部
件的焊接工艺时可节选央视《大国工匠》等节目中焊接的一小
段视频作为课堂的视频素材来进行课程的导入。 课后教师可
提供节目名称及获取方式，鼓励学生课下对其余视频素材进行
观看和学习，在加深课堂所学内容的同时，也受到爱国教育的
熏陶，激发民族自豪感与自信息，投身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３　 结语

金属材料工程作为一门与实际生产密切相关的学科，部分
课程的授课内容仅依靠传统的板书、幻灯片教学等方式无法使
学生直观、形象、生动地认识理解相关的实际工况，因此通过视
频案例教学来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讲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视频素材的选取需要浓缩、精炼，紧扣授课的重点与难点，选材
生动形象、短小精悍。 在授课过程中需要结合课程情况选择合
适的播放时机，对视频素材进行深入的发掘与解析，并进行发
散性讲授，以最大程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对知识点的
理解。 最后，还能启发学生课余时间在课堂已有的视频素材上
进行积极的拓展学习。 总之，合理地运用视频素材进行案例教
学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的记忆，
使学生对所学知识有形象、深刻的认识。 通过课堂引导与课下
延伸学习的结合，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升授
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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