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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改革项目结题简表 

 

项目名称 
材料科学与工程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一体化推

进的探索研究 

项目主持人 乔珺威 
专业技

术职务 
教授 所在单位 太原理工大学 

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专业 承担的任务 

1  王利芬 本科 讲师 报告撰写 

2 石晓辉 研究生 讲师 调研学科建设 

3 王雪姣 研究生 讲师 调研研究生教育 

4 张 敏 研究生 高级实验师 调研学科建设 

5 王 重 研究生 讲师 调研学科建设 

研究时间 

立项年月 2019年  6月 

完成年月 2020年  12 月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与
实
践
成
果 

如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评价体系、教材（含音像教材）和教学软件课

件、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等（可在以下栏目中分别详细列举） 

1 
王雪姣，晋 玺，石晓辉，李线绒，乔珺威，视频案例教学在金属材

料工程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山东化工》2020年，第 49 卷，21期。 

2 

石晓辉，张 敏，乔珺威，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提升学生工程能

力及素养的关键实践。《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0年，第 343期，101-103

页。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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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改革项目工作总结 

 

 

 

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措施 

研究内容：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影响 

2） 围绕学科建设，材料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 

3）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一体化推进 

研究方法： 

基于学科评估体系寻找与研究生培养相关的指标体系；通过二级绩

效改革促使教师对研究生培养改革模式的导向作用，同时通过学科政策

制定保障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顺利进行；通过数据分析改革后的模式对

学科评估体系的支撑作用。 

研究措施：1、确定学科评估体系中有关研究生培养的指标；2基于太原

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现有培养模式下，确定当前指标与目标指

标的差距；3 提出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具体措施和途径；4 通过论证改

革措施和途径的可行性，付诸改革实施；5 通过培养模式改革后的成效

检验改革是否可行。若可行，加大改革力度；若不可行，反馈于改革模

式修正；6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模式一体化推进。 
 

二、研究成果 

发表教改论文如下： 

1） 王雪姣，晋 玺，石晓辉，李线绒，乔珺威，视频案例教学在金属

材料工程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山东化工》2020 年，第 49 卷，21

期。 

2） 石晓辉，张 敏，乔珺威，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提升学生工

程能力及素养的关键实践。《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0 年，第 343

期，101-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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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和应用情况 

基于学科评估体系寻找与研究生培养相关的指标体系；通过二级绩效改革促使教

师对研究生培养改革模式的导向作用，同时通过学科政策制定保障研究生培养模式改

革顺利进行；通过数据分析改革后的模式对学科评估体系的支撑作用。 

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目前改革的核心，特别是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培养

模式改革。这就倒逼学校必须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制定成熟可行的课程体系。本教学成

果积极探索以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的新模式，不断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水

平，从而向不同行业输送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案例教学是深化课堂教学、保障教学质

量、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重要环节，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综合应用

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精选教学案例，特别是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关系

国家、行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比如，“手撕钢”、“圆珠笔球珠钢”等问题，以

及光刻机、航空发动机、激光雷达等核心设备相关的案例。“卡脖子”问题的解决都

需要解决一系列多学科的具体问题。同时在探索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会遇到新

的问题，在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过程中又会发现需要解决的新的子问题，可结合课程内

容深入下去。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引入这些案例教学，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也更加

坚定了学生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进行科研攻关的信心和决心。通过案例教学与课程思

政结合，将课程思政有机地融入到案例教学当中，让学生意识到“不爱国是做不好科

研的”，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从爱国、爱科研的精神中汲取力量，勇担历史重任。

通过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改革，能为国家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爱国

主义热情、高度民族使命感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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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研究费用支出情况 

 

经费总额（万元） 1 

省教育厅 1 

主管部门（有关厅局） 0 

合作单位经费 0 

学校配套经费 0 

支 出 科 目 金 额（万元） 支出根据及理由  

打印复印费 
0.15 用于调研资料和报告的打印和装订 

出差调研费 
0.35 到北京高校相关单位开展调研 

版面费 
0.4 出版教改论文版面费 

资料费 

0.1 

购置关于学科建设的相关书籍 

 
 

 

 
 

 

合    计 
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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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题审核意见 

 

学校意见： 

同意结题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重点项目/指令性课题）：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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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 件（项目研究与实践成果相关材料复印件） 



1 
 

 

 

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的专业型硕士课程 

新模式改革探讨 

 

 

 

 

成果总结报告 

 

 

 

 

 

 

 

 

乔珺威 轩海成 王利芬 石晓辉 王雪姣 

二零二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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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材料与工程学院在专业型硕士培养上提出了“案例教学

融合课程思政”的课程新模式，并以此作为内涵建设的强力依据和重

要支撑。新改革模式下的课堂教学不仅使学生能系统地掌握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同时也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去认识和解决前沿问题

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学习理论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不断加强思

想政治及人格素养的培养，不断意识到良好的思想政治及人格素养是

研究生发展的起点，是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基本要求，是发展创新能

力的基础。 

一、 研究背景及着力解决的问题  

本教学成果积极探索以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的新模式，不断提

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水平，从而向不同行业输送优秀的高层次人

才。案例教学是深化课堂教学、保障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

门人才的重要环节，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综合应用能力和创

新思维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精选教学案例，特别是与课程内容相关

的关系国家、行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比如，“手撕钢”、“圆珠

笔球珠钢”等问题，以及光刻机、航空发动机、激光雷达等核心设备

相关的案例。“卡脖子”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解决一系列多学科的具体

问题。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引入这些案例教学，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也更加坚定了学生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进行科研攻关的信心和决心。 

长期以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思政课程“单兵作战”，

专业教师只“授业、解惑”而不“传道”的现象普遍存在，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考验。部分研究生存在诚信意识淡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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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社会责任感较差、团队协作精神欠佳、心理素质不好的一些问

题，这也为高水平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埋下了隐患。 

研究生教育是教育结构中的最高层次，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

培养高素质、高层次人才的重任，是我国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

争力的重要支撑。在此新形势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出来。通过案例教学与课程思政结合，将课程思政有机地融入到

案例教学当中，让学生意识到“不爱国是做不好科研的”，大力弘扬

科学家精神，从爱国、爱科研的精神中汲取力量，勇担历史重任。通

过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改革，能为国家培养具有扎实理

论基础、爱国主义热情、高度民族使命感的高层次人才。 

二、项目成果的实施方案及主要探索 

本项目主要围绕如何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将课程案例教学与课程

思政相互融合，使学生理论知识学习与其精神系统和价值取向的教育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1、围绕“双一流”建设，采取多种途径，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

和实践能力，加强教师团队建设。 

案例教学是一种新型教学方法，其技巧性、难度性较高，要求授

课教师既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要具备激发学生广泛参与讨论

的能力，还要有工程实践的经验，以便对案例中所涉及的问题获得更

透彻的理解。近几年，教学团队先后引进多名具有海外博士（后）学

历和工作经验的青年教师，并鼓励青年教师出国访问或进入博士后流

动站及大型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学习国外一流大学案例教学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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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提高其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同时，积极聘用大型企业的高级

工程技术人员作为学生的企业导师，指导学生进行具体的科研和生产

实践，解决校内导师缺乏行业实战经验问题。  

为使团队教师在新教学模式中持续发展，要求每位教师把“教”

与“研”融为一体来开展工作。采取“以点带动，全面推进”，充分

发挥骨干教师的作用，以案例教学为突破点，全面推进案例教学融合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同时，以骨干教师为引领，引导全体团队教

师齐头并进，积极鼓励教师在教研中敢于“亮剑”，敢于彰显自己的

专长，发挥自己的教学特色，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近年来高校研究生大规模扩招、研究生培养质量亟待提高的现状，

教师团队不断探索研究生培养的新模式、新途径，实行校企联合培养

研究生，聘请了一批高素质、有能力的企业高级技术人才担任兼职导

师，本校与企业导师组建“双导师”协同指导模式，夯实人才培养过

程，形成了“优势互补、团队协同”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企业导师的

引入更加有利于利用企业生产中的教学案例，将研究特色、校内导师、

企业导师有机融合，整合校企资源，优化导师团队，提升导师解决材

料领域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企业所遴选的研究生导师均具有丰富的

生产和实践经验，尤其在钢铁材料方面承担过多项国家级、省部级以

上项目，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技奖励，部分导师如表 1 所示。如太钢

技术中心导师均承担有国家“863”等重大项目，并获得了多项国家

级、省部级科技奖励，其中王一德院士作为导师一直承担着材料学院

博士生、硕士生的培养工作；我校研究生导师均承担有国家级和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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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大科研项目，并且长期以来一直在钢铁材料等方面开展研究，在

国际和国内刊物发表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论文，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

技奖励，有效加强了教师团队建设。 

表 1 材料学院部分校外兼职企业导师名单 

表1 材料

学院校外

兼职企业

导师名单 

序号  

专业学位领

域名称、代

码  

姓名  导师类别  工作单位  职称  

1  材料科学与

工程  

王一德  博导  太原钢铁

（集团）公

司  

双聘院士  

2  材料科学与

工程  

李建民  硕导  太钢技术中

心  

高级工程师  

3  材料科学与

工程  

刘东风  硕导  太钢技术中

心  

成绩优异高

工  

4  材料科学与

工程  

崔天燮  硕导  太钢技术中

心  

高工  

5  材料科学与

工程  

范光伟  硕导  太钢技术中

心  

教授级高工  

6  材料科学与

工程  

王立新  硕导  太钢技术中

心  

教授级高工  

7  材料科学与

工程  

孙铭山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  

成绩优异高

工  

8  材料科学与

工程  

王志斌  太钢技术中

心  

教授级高工  教授级高工  

9  材料工程  陈建礼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  

成优高工  

10  材料工程  原凌云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11  材料工程  秦丽雁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  

正高  

12  材料工程  方旭东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  

成优高工  

13  材料工程  李建春  硕导  太原钢铁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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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

限公司  

14  材料工程  李国平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

中心  

高工  

15  材料工程  张威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

中心  

高工  

16  材料工程  林媛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

中心  

高工  

17  材料工程  赵振铎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

中心  

高工  

18  材料工程  张晶晶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

中心  

高工  

19  材料工程  白晋钢  硕导  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技术

中心  

高工  

20  材料工程  韩红青  硕导  山西省化工

研究所  

高工  

21  材料科学与

工程  

康国柱  硕导  交城义望铁

合金有限责

任公司  

总工程师  

22  材料工程  黄秀颀  硕导  云谷（固安）

科技有限公

司  

高级工程师  

23  材料工程  高孝裕  硕导  云谷（固安）

科技有限公

司  

高级工程师  

24  材料工程  冀晋川  硕导  国网山西省

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

院  

成优高工  

25  材料工程  宗绍迎  硕导  山西汾西重

工有限责任

公司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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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材料工程  田伟  硕导  中联西北工

程设计研究

院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27  材料工程  郭凌冰  硕导  山西华翔集

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28  材料工程  郭铁虎  硕导  山西方盛公

司  

高级工程师  

29  材料工程  姚国平  硕导  太原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0  材料工程  刘一鸣  硕导  山西省分析

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31  材料工程  薛峰平  硕导  中铝山西新

材料有限公

司  

高工  

32  材料工程  梁燕春  硕导  太原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冶铸分公司  

高工  

 

2、围绕教学内容和目标，精选教学案例，加强案例教学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教学案例的质量和代表性，建设和不断完善优质教学案

例库。 

围绕教学内容和目标，精选教学案例。为解决课程的前沿性动态

发展变化与教学内容更新相协调、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以

及学生所学内容与实际应用脱节的问题，对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培养

目标定位、培养过程控制、培养质量评价等环节进行改革，优化课程

结构。材料工程专业在“先进材料制备技术”、“材料热力学及应用”、

“材料使役性能”、“先进材料连接与界面行为”等课程开展案例教学

融合课程思政的教学方式，同时“先进材料制备技术”课程采用校企

合作教学方式进行，通过聘请企业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以其自身科

研工作为教学案例进行授课，凸显了该课程的工程教育特色。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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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教学过程中，会结合生产实际案例进行教学，将部分枯燥的理论

知识融入生产实际，进一步结合科研攻关实际，让学生有切实的体验，

对产业发展、国际环境有了新的认识。在“材料热力学”核心课程进

行了改革，由多人组成教学团队，每个教师讲自己最擅长的内容，注

重结合实际应用加深理解，使基础知识与实际应用有机地相联系起来。

同时加强多媒体课件的建设，使更多案例教学与课程思政相结合，使

学生能够易于接收。“材料使役性能”是材料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专业核心课程，主要介绍材料使役性能的相关知识。随着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研制与开发新型结构材料以及新型功能材料、电磁材料等

具有特殊物理性能的新材料已成为近代材料研究的发展方向，材料力

学性能与物理性能测试方法与技术在现代材料研究领域中也显示出

重要作用。采用双语教学的模式进行教学，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教学

融合课程思政的方式。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材料力学性能和

物理性能的概念，测试及计算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未来从事工程技术、科学研究以及开拓新技术领

域打下坚实的基础。“材料热力学”和“材料使役性能”的教学大纲

如下图所示。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加大宣思政教育工

作力度，统一研究生思想，增强研究生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通

过产学研结合、实践环节结合、研究应用结合，等多种方式为提高研

究生课堂教学质量，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特别是企业导师教学中的

教学实例融入思政教学，实现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展，由偏重灌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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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渗透拓展，由居高临下向深入一些拓展，由单一层次向多层次、

多侧面拓展的创新工作思路，从而使研究生思政教育迈上新高度。 

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案例的内容应尽可能的涉及所授课程的理论

知识，以达到材料工程的课程目标；其次，选择的教学案例是企业实

际生产中出现的、复杂的问题，使案例具有较高的研讨价值；另外，

聚焦材料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精选行业、国家有代表性的“卡脖子”

教学案例，增强学生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将学生的价值观引导和科

研实干精神培养融入到具体的教学案例中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建设和完善优质教学案例库，及时把学科最新发展成果案例和教改教

研成果引入教学。下面为企业导师为学生上课的一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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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精心凝练出与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

目标相契合的家国情怀、工匠精神、文化自信、责任担当等“思政”

元素。 

在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对研究生进行三观教育，辅以言

传身教，激励研究生的自我教育的意识，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形成

价值观念体系。通过精雕细琢及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将“思政”元

素很好地嵌入在案例教学中，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特别是在亟

需解决国防重大需求、国民经济需求及一些“卡脖子”的教学案例中

凝练出材料科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凝炼我们的优势，找出我们

的差距，通过这些差距告诉学生，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要学好，从

差距当中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民族情怀。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

心得和对于国家科研技术攻关教学案例的感悟收获，使其在自身的学

习过程中领会勇于探索的科研精神和科技报国的担当精神。下图为

“材料热力学”和“激光加工与增材制造”的教学 ppt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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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热力学课程 PPT 

 

激光加工与增材制造课程 PPT 



13 
 

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应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适时

增加体现时代特色和顺应世界潮流的鲜活的内容。切实有效地开展党

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体现时代特点

的重要理论学习教育，帮助研究生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

用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的方式凝聚研究生，引导研究生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从研究生的主体需要和自身发展规律出发，从培养德才兼

备的高层次人才出发，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全面发展，使新的教学模式

能打开“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新局面。  

新的教学模式实现了从“单向灌输”的说教型教育到以案例教学

的载体的疏导型教育的转变，进而实现思政教育与理论知识学习的有

机结合。教师团队从高校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思想政

治工作的优良传统，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

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在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的创新中不断加

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为材料工程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

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项目成果的实践效果 

基于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的材料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课

程改革成果，在专业课程教学活动中，通过提高教师自身政治和专业

素养、思政元素的挖掘、课程体系完善及教学方式多样化等多种途径，

使蕴含在课程教学案例中的思政元素充分被挖掘，实现专业课程与思

政教育的有机融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改变传统教学观念，将学生

的价值观引导和科研实干精神培养融入到教学案例中，渗透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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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案例教学过程，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主要的推广应用效果如下：  

1、教师育人理念不断更新，创新并探索了一种案例教学融合课

程思政的材料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提供一种思路。  

教师积极参与案例教学改革，开展教学研究，积极进行课程和专

业建设，突破传统教学观念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束缚。结合新材

料界面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先进镁基材料山西省重点实验

室、新能源材料及器件山西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创新进行了“先进

材料制备技术”、“材料使役性能”、“材料热力学及应用”、“先

进材料连接与界面行为”等具有案例教学特色的课程体系。将案例教

学融合课程思政有机地贯穿到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创新了教学方

法和培养模式，实现了教学方法的根本性变革。  

2、研究生学习的实践性得到增强，教学内容贯穿价值引领，体

现价值导向，思政内涵在案例教学中得到延伸。 

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完全分开的

情况，评价课程教学成果时只重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而对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足。案例教学融合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实

践性得到增强的同时，还可以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这也使学生更容

易接受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在课程新模式教学改革中将专业教育和

理想教育相结合，是解决学校教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学习知识技

术问题的有效手段。通过调查，新教学模式下，85%的研究生反应效

果良好，材料学科研究生发表SCI论文数和专利申请数也逐年连创新



 

材料工程（085204） 
 

    一、学科方向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序号 研究方向名称 

1 液态成形与控制 2 塑性成形与控制技术 

3 粉末冶金与粉体材料 4 材料加工过程模拟 

5 先进钢铁材料 6 有色及稀贵金属材料 

7 新能源材料 8 无机功能材料 

9 表面工程 10 生物医用材料 

11 材料再循环 12 材料工程管理 

13 珠宝首饰材料及加工 14 材料分析测试技术 

 

    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考核 

方式 
学期 备  注 

公 

共 

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考试 1 

必选 7学分 

 

自然辩证法 1 18 考试 2 

英语读写译 2 48 考试 1 

英语视听说 1 24 考试 1 

英语拓展 1 24 考试 2 

学  

科 

学 

位 

课 

数值分析 3 54 考试 1 

必选 12学分 

 

材料分析测试技术 3 54 考试 1 

材料加工原理 2 36 考试 1 

无机材料工艺学 2 36 考试 1 

固态相变理论 2 36 考试 1 

学 

科 

专 

业 

课 

专业外语 1 24 考查 2 必选 1学分 

材料先进塑性变形及其微结构表征 2 36 考查 2 

根据不同二级

学科及研究方

向至少选修 6学

分 

材料磨损原理及耐磨材料 2 36 考查 2 

传输原理 2 36 考查 2 

金属凝固原理 2 36 考查 2 



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考核 

方式 
学期 备  注 

塑性力学 2 36 考查 2 

有限元原理及方法 2 36 考查 2 

材料物理 2 36 考查 2 

晶体缺陷与强度 2 36 考查 2 

废弃物资源化工程原理 2 36 考查 2 

材料加工新技术 2 36 考查 2 

模具成型优化设计原理与方法 2 36 考查 2 

表面工程学 2 36 考查 2 

材料腐蚀原理 2 36 考查 2 

材料表面与界面 2 36 考查 2 

薄膜材料及其制备技术 2 36 考查 2 

磁性材料与器件 2 36 考查 2 

复合材料设计 2 36 考查 2 

贵金属材料学 2 36 考查 2 

粉末冶金原理 2 36 考查 2 

电化学原理及应用 2 36 考查 2 

光电信息功能材料 2 36 考查 2 

光电子能谱 2 36 考查 2 

陶瓷烧结理论 2 36 考查 2 

功能陶瓷物理基础 2 36 考查 2 

 

溶液化学反应 2 36 考查 2 

首饰材料设计与加工工艺 2 36 考查 2 

宝石鉴定与评估 2 36 考查 2 

晶体生长 2 36 考查 2 

材料基因组工程 2 36 考查 2 

高等金属学 2 36 考查 2 

等离子发射光谱分析技术 2 36 考查 2 



类别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时 
考核 

方式 
学期 备  注 

必修 

环节 

学术活动（含创新创业教育） 1 

要求学生参加学院组织的讲座论坛 10

次以上，每次报告需提交单独的心得体

会经导师签字后交学院研教办备案。 

专业实践 5 

按《昆明理工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教学工作要求及考核工作规

定》执行 

补 

修 

课 

材料科学基础 A(1) 0 64 考查 1 

以同等学力、跨学

科考取的硕士研

究生必修 2-5门本

科学位课不计学

分。 

材料科学基础 A(2) 0 64 考查 1 

材料工程基础(1) 0 64 考查 1 

材料工程基础(2) 0 64 考查 1 

材料成型技术基础 0 36 考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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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浅析 

王利芬，乔珺威，郑芳 

(太原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针对新形势下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创新是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

的生命线，要在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上实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创新，探索在新形势下

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途径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的速度与成就令人瞩目，国际国内政治形势

的发展变化相对比较纷繁复杂，这就使得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研

究生由于学程短、独立意识强，思想更为活跃，生

活、学习、科研及实践等活动相对分散，且学习、

生活和就业压力并存，因而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更具独特性、复杂性和紧迫性。为此，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主动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

战，解决新问题，追求新目标。 

一、新形势下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研究生教育是教育结构中的最高

层次，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高

层次人才的重任，是我国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

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研究生培养工

作跨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研究生规模迅速扩大，

研究生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此新形势

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 

随着新时代的发展，研究生的来源与培养形式

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一些研究生政治信仰淡化，观

念上奉行实用主义；少数学生存在入党动机不纯，

以个人功利为出发点等现象；他们往往注重专业知

识的学习，而忽视思想政治理论的加强。总之，功

利性增强，奉献精神减弱。因此，加强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是保证研究生

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研

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研究生的思

想政治素质，塑造其健康、高尚的人格，全面提升

其综合素养有着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同时，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暴露出在工作体制和机制方面跟不

上形势发展需要的一些问题。教育方式单一，缺乏

针对性和实效性；部分导师中存在着对研究生培养

重业务传授、轻思想教育的倾向；研究生由于专业

上的原因,上课和宿舍比较分散, 相互之间关系淡

漠。这样,在研究生出现问题的时候,很难及时发现

问题,即使发现了问题,又缺乏长辈的引导和朋友

的帮助,容易走进思想的死胡同,导致严重的后果。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进现有的管理模式，加大思想

政治教育力度，才能切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

效。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思路 

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在以“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下，承担着为我国培养忠

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富于开拓创新的接

班人的历史重任。创新是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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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线，要在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上实现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创新。 

1、创新工作理念 

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应该解放思想、更新观

念、与时俱进，适时增加体现时代特色和顺应世界

潮流的鲜活的内容。切实有效地开展党的十九大精

神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体现时

代特点的重要理论学习教育,帮助研究生深刻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凝聚研究生，引导研究生解放思想，转变

观念，自觉抛弃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陈旧思维

方法，树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观

念、竞争观念、管理观念、效益观念。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

观念。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学生看作被教育的对

象,“我说你听”、“我说你改”,忽视了受教育者

的主体地位和需要。随着研究生自我意识、主体意

识的增强,高校德育应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模

式,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确立

以研究生为中心的观念,从研究生的主体需要和自

身发展规律出发,从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出

发,高度重视研究生的全面发展,使高校成为“多出

人才、出好人才”的人才库。这就需要摒弃过去以

强制管理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改变过去惯

性思维、被动思维、从众思维的思维方式，努力创

新工作思路。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统一研究生

思想，理顺研究生情绪，化解矛盾，提高研究生对

改革的认知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增强研究生的主

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

展，由偏重灌输向注重渗透拓展，由居高临下向深

入基层拓展，由单一层次向多层次、多侧面拓展的

创新工作思路，从而使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

特色、力求突破、提高水平。  

2、创新工作内容 

要根据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活动的新特点，根据

研究生面临的问题，确定教育工作内容，体现时代

性和针对性。  

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

教育。加强对研究生的科学精神与道德教育。首先

要在全体研究生中开展做人教育，围绕爱国守法、

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为主要

内容的基本道德规范，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公

民；其次开设讲座，宣讲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规范。

科学精神是人类精神中不朽的旋律。科学精神渗透

着人文精神，包含着价值目标。加强科学精神教育，

有助于人们树立起对待自然、社会与人生的科学态

度，有助于人们自觉接受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

人生观，有助于形成创造性的思维和能力，有助于

培养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 

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

教育。要在大多数学生中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

精神教育。 

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关注研究生的理想信念和

价值取向，引导他们追求积极向上的理想和信念，

正确处理个人奋斗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实现自身

价值与社会需求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

关系、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树立自尊、自信、自

强、自立、自爱的高尚人格。 

3、创新工作方法 

要进一步改进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

方式,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把教育人与理解人、

塑造人与服务人结合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进入研

究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我们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上，要努

力实现三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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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从以静态学习为载体到以动态活动为

载体的转变，实现静态学习与动态活动两个载体的

有机结合，在这种结合中要偏重于发挥动态活动这

个有效载体。 

第二是从“单向灌输”的说教型教育到“双向

交流”的疏导型教育的转变，以理论灌输为目的开

展疏导，在疏导的基础上巧妙地进行灌输，进而实

现灌输教育与疏导教育的有机结合。 

第三是实现从封闭设计的“板块型”到开放参

与的“渗透型”的转变。要注意选好研究生思想政

治工作与研究生培养教育工作的最佳结合点，通过

丰富多彩、扎实有效的主题活动体现党组织的作

为，巩固和提高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4、创新工作手段 

要开辟和利用校园网络对研究生进行教育和

引导，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生动活泼、扎实有

效。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仍然依靠形式呆板，

缺乏创新性的单一说教以及书本教育的手段，已不

能适应信息化的发展。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培养

人、塑造人中的新型载体和重要手段作用。网络中

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者对受教者的影响更多地取

决于受教者的自主选择，以及受教者自觉或不自觉

地接受来自网络中的多元化信息的渗透。网络教育

所具备的教育个性化和自由化的特征，决定了思想

政治教育的施教者可以利用网络最大限度地实现

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借助网络技术可以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个别化教育。在网络中进行的思想政治教

育行为具有空前的自由度和极强的渗透性、吸引

力、感染力。这些都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真正遵循

“以人为本”的理念、促成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多

元化提供了契机。  

三、创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途径 

1、坚持业务指导和育人相结合 

研究生的培养实行导师制, 这种培养方式, 

使导师与研究生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师生关系。然而

研究生导师在大多数情况下只管研究生的专业学

习, 论文的撰写和发表, 而思想德育工作一般靠

党组织和班主任人员去抓。由于研究生主要是跟着

自己的导师学习专门的知识和本领, 进行科研工

作, 导师与研究生接触多、联系紧密、最容易把握

他们的思想脉搏, 也最了解他们的品质、性格等。

另一方面, 导师无论在学术水平上, 还是在年龄

方面都是他们的研究生所信服和尊敬的, 导师的

教育容易被他们接受, 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 导

师如能像关注研究生学术水平发展动态那样关心

他们的思想情绪, 对他们在思想上提出一些明确

的要求,这对于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

大有益处。所以研究生班主任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

条件, 加强与导师的联系, 及时互通情况, 求得

导师的配合, 让导师参与管理, 更好地发挥导师

教书育人的作用。 

2、坚持党建和思想教育相结合 

相对于本科生而言,研究生有着有别于本科生

的思想特点,他们思想活跃,对党的认识和了解比

较全面, 政治上热情高,参与意识强, 对问题的看

法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因此,要充分认识到研究生

党建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研究生中党员数量远比本科生多。随着学生党

建工作的开展，党员成为青年学生中最具凝聚力和

影响力的优秀群体，在理论素养、专业学习、社会

工作、公益活动等各方面都表现突出，成为学生自

我教育的示范群体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力量。 

党、团和学生组织共建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

到实处的基础。党支部主要负责同学的思想建设，

团支部和班级组织则是在党支部的指引下，围绕学

生们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主题，从学术氛围、情感交

流、就职辅导等等方面来加以辅助。这样可以从各

个方面对于研究生的思想和行为有一个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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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作用，使党的理论和方针可以深入人心，同时

也使研究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得以形成并巩

固。 

3、坚持日常管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研究生的管理涉及面广，思想问题常常反映到

教学和管理中。因此，结合具体的管理工作进行教

育，是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在研

究生管理工作中要深入分析研究生群体的特点,充

分尊重研究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多样化, 注重以

服务带动管理、以服务体现教育, 针对研究生的自

身特点在研究生班级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真正贯

彻“以学生为本”的观念,从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环境育人的要求出发，把思想政治工作拓展到与研

究生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在教学管理，服务和文

化活动等各个环节，形成隐性化的教育载体。  

同时, 在研究生管理工作中还要充分利用现

代技术手段。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互联网的发展速

度和发达程度都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其带来

的便捷和大信息量也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我们的生

活，作为学生，更加离不开Internet这个工具了，

各种网络bbs、电子邮件、网页等等都已经成为了

很多学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先进的通讯手段,

方便了管理, 也拉近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距离, 

增进了相互了解, 在组织开展理论学习、社会实

践、志愿服务、学术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就

业招聘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增强了研

究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能力。 

实践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和行政管理互相渗

透、相辅相成。教育是必要的，但不是万能的，没

有一定的纪律和管理措施，思想教育的成效大打折

扣。反过来，纪律和管理措施的成效，又只能通过

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进而起到规范和引导学

生行为的作用。教育和管理的辨证关系要求我们必

须将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以教育促进管理，以管

理保证教育。 

 

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命神圣、任

重道远!只要坚持实事求是，从高校改革与发展的

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

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在创新中加强和改进研

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一

定能够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重任，为高等教育的改

革、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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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太原理工大学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历史沿革，重点阐述了该专业培养模式改革的具体方案，包括改革培养
模块，夯实基础理论学习，提升实验技能，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以及师资队伍的优化等方面。该方案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全面训练学生的创新实践技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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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atiates the evolution of metal materi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pecially, the 
detailed projects, including the reformation of the education mode, the study of theory, the improvement of experimental skills,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the optimum of teachers, are focused on. These projects can enhances advantage intelligence of students, facilitate the practice 
skills, improve the compressive dia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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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建设项目(2012年)”。

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是

1957年全国高校中首批建立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
业，后更名为金属材料工程专业。50多年来培养本科
生2 000余名。我校材料学科的第一个硕士学位点—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工学硕士学位点(1986年)就是依托
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建立起来的。在此基础上，

先后获得了材料加工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1998
年)、材料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2003年)、材料科学
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2005年)，并获得博士后流动
站(2003年)和材料加工国家重点学科(2001年)等。

我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建设的目标为以材料加

工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为依托，强化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内涵，将山西省地方经济发展以及产业资源优势与学

校教学资源优势结合，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加强实

践环节，培养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

的高素质人才。山西省是我国能源大省，例如与金属

材料专业密切相关的金属镁占据国内龙头地位。在山

西经济转型跨越的大环境背景下，如何发展绿色金属

镁合金和走镁合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仅是政府

的高层决策，而且关系到高等院校特别是作为山西

省唯一一所“211”重点院校——太原理工大学金属
材料专业的学生的就业。目前，金属材料专业在传统

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的基础上，把本专业建设成为具

有“新型金属材料(包括新型不锈钢、镁铝合金等)开
发”“新型不锈钢及轻合金铝镁钛等的加工与改性”

以及“材料表面改性”等特色的人才培养、专业知识

创新和服务社会经济的重要基地。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中

要求各高校应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综合改革研究与实

践，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高素

质人才，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奠定坚

实的人才基础。我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前身金属材

料及热处理专业从成立时起，一直以发展钢铁材料及

其热处理新工艺为主。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新型金
属材料层出不穷。例如：航空钛合金、轻质汽车用铝

镁合金、磁致伸缩铁镓合金等。为了满足当前形势下

社会对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毕业生的要求，结合山西省

作为金属镁、不锈钢等资源大省的优势，利用表面工

程研究所和材料界面与表面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科研

平台，我校对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培养模式进行了综

合改革。该项改革获得了山西省省级特色专业专项经

费资助，培养模式的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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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延伸培养计划，拓展培养模块

过去，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大学一、二年

级学习基础课程，包括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英语

等课程，进入三年级后开始学习课程，专业课程一直沿

用与热处理高度相关的专业课程，如金属凝固原理、塑

性成型原理、铸造合金学等课程。而今，本专业大学生

在学习完基础课程后，进入专业课学习时，专业必修课

保留原来课程，如材料科学基础、材料工程基础、金属

材料学等，而其他专业课程则根据专业模块进行选修。

我们划分了两个专业模块：第一个模块保留了原来的设

置，为材料热加工模块；第二个模块为拓展的新模块，

名称为表面工程与新材料模块。在表面工程与新材料模

块中开设了诸如表面冶金原理与技术、轻合金及其复合

材料、非晶态合金、功能材料概论等课程。该模块一方

面培养金属材料领域新型专业化技术人才——表面改性

技术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开阔学生思维，将金属行业领

域前沿学科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该模块中开设的新

材料课程也适合有志于继续深造的学生学习专业高深知

识。学分设置上，两个并行模块选修学分最低均为14.5
学分，足以满足必要的课时学习。设置专业培养模块的

目的：一是体现人才培养的特色和办学的优势；二是扎

实推进高等本科教育质量工程，更好地符合经济社会发

展的要求。

2    夯实基础，提升实践技能

2012年，本专业重新修订了培养计划，除了拓展
专业模块，我们还对课程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1)增加或新增专业基础课课堂课时量。原来的
材料科学基础课堂课时量为88学时，而新课时量调整
为96学时，调整的目的是加强专业基础课基础知识学
习。近年来高校普遍发现学生专业基础掌握程度下

滑，原因是大大压缩重要专业课程的课时量，导致教

师为完成讲授不得不“照本宣科”，这样使得本来应

重点讲授的内容“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学生掌

握不了学科核心内容。鉴于此，我们增加了重要课程

的课时量。同时，近年来高校考研率节节攀升，越来

越多高校在考研初试和复试中加大对专业基础课的

考查。因此，为进一步夯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的

学科基础，本专业开设了金属物理学、固态相变等课

程，该类课程学习过程中从不同角度重复讲解材料科

学的基础知识。

(2)注重学生实践技能。传统的以培养“学术型

人才”为目标的单一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市

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市场更需要能够解决实际工程问

题的“理论+技术实践”型的“应用型人才”。《中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

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

才。”在发达国家，如德国，工科学生约有一半的

在校时间用于工程素质训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生

累计用于实践的时间相当于全部课程时间的1/3[1]。我

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培养计划中增加实验所占比重，

并将专业课程中的实验单独列为实验课程，委派专业

课教师讲解实验，学生分组动手操作，并完成实验报

告。实验课期末成绩为多个专业课实验的结果，综合

反映学生的实验能力。此外，拓展专业实践知识一直

是本专业坚持奉行的原则。新培养计划中在不同模块

中开设了提高专业综合实验技能的专业拓展实验，学

生可以根据兴趣爱好自行组团在专业指导教师帮助下

进行创新实验。拓展实验大部分是创新能力较强、前

沿性强的专业应用基础实验。这样在锻炼学生创新能

力的同时，还可以为以后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本科大学

生储备知识技能。

此外，本着激发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热情，培

养实践型人才的理念，我们组织校内和省内的金属

材料工程专业大学生开展金相技能大赛，通过该平

台的锻炼，使得本专业大学生优质高效地掌握基本

技能。在实验过程中，鼓励学生敢于想象，大胆质

疑，并围绕实验内容，设计适当的提问激发学生的

思考质疑 [2]。例如：不同含量Fe和C元素组成的铁碳
合金为什么组织相差甚远？教师通过这些问题把知识

点转化为疑点，调动学生思维，加深学生对铁碳合金

相图和“C”曲线等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从
而使学生提高实验积极性和兴趣。实践技能的提高是

高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大势所趋，因此国内很多高校

非常重视[3,4]。

(3)加强本科毕业设计环节。在多年经验基础上，
本专业制定了本科毕业设计大纲。毕业设计(论文)以
综合性专业训练和初步科研训练为目的，坚持与科

研、生产实际相结合。采取师生互选原则，确保学生

真正开展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督促教师开展中期检查

和不定时抽查。结合学生的就业情况，把毕业设计

内容和企业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合理安排学生到与

学院教师有多年合作历史的企业现场进行毕业设计。

通过此项措施，可以使学生尽早进入企业，了解生产

现状，为毕业后尽快适应工作、融入社会打下坚实基

础。例如：太钢集团在业界久负盛名，本专业利用人

力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安排本科生在太钢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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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联合实验，让学生接触现场环境，解决现场问

题，使企事业单位更加青睐我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

的毕业生。此外，对于继续深造的学生，指导其选

择前沿基础性课题，这样更利于锻炼创造性思维。

例如：对于21世纪初才出现的多组元高熵合金，目
前研究甚少，诸多奇特的物理和力学性能使得该合

金极具研究价值。把该课题列入本科毕业选题，使

得本科生在毕业前，充分发挥主动性，提出自己的

研究方案并合理实施。

3    改革课程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

金属材料专业课程涉及热处理原理、金属凝固

原理、材料性能学以及热设备及仪表等多方面的理论

与工程知识，学科之间相互涵盖、穿插渗透，内容繁

杂抽象。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如果处置不当，学生容易

感到枯燥乏味，产生厌学情绪。我校金属材料工程专

业以教学改革项目研究带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

革，不断更新课程教学内容，使课程的教学内容充分

反映金属材料领域及相关产业的新发展、新要求。在

课堂教学过程中，将典型案例引入其中，即开展例证

教学。例如：在讲授金属材料疲劳失效的机理时，以

美国空客飞机由于飞机表面蒙皮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

受到反向作用力循环作用，使得在一定时间后发生开

裂导致疲劳失效，引发灾难为实例，启发学生设计避

免疲劳的飞机金属蒙皮，引导学生探讨疲劳失效机

理。在课堂书本知识传授的同时，开展讨论式教学，

使得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专业知识讨论中。例

如：布置专业命题，当堂开展小组讨论，各抒己见，

充分培养他们的独立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及时进行总结点评，从而培养学生专业课程学习

的兴趣，激发他们的工程潜能。同时，本专业开展以

科研带动教学的方式提升学生综合能力。教研室教师

以自己的科研项目吸引本科生加入团队，开展本科生

创新实验，将学习到的专业知识用于揭示基本现象。

本专业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并将教学研究成果加

以推广，及时应用于教学实践中，同时根据本专业毕

业生的反馈意见和建议调整课程。大力推广多媒体辅

助教学，推行网络教学，不断提高教学水平。积极鼓

励教研组教师在金属教研室讨论会上建言献策，鼓励

青年教师参加学校开展的教学名师示范课。

4    优化专业教师队伍，合理配备师资

我校金属材料工程教研室共有10名教师，其中教

授4名，副教授2名，讲师4名，全部具有博士学位。
本专业教研室敦促青年教师深入生产企业一线学习交

流，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积极

参与各类科研项目与社会服务，形成了一支科研能力

强、教学经验丰富、热爱教学工作的高水平专业教师

队伍。此外，实行青年教师导师制，让具有博士学位

的讲师担任学生辅导员，帮助青年教师尽快提高业务

水平；实施教师到企业生产一线学习、锻炼制度，丰

富教师的实践经验，提高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此外，教研室注重本科生师资力量调配，重点

专业基础课全部由教授讲授，坚持教授上讲台，传道

授业。同时，坚持青年教师代课前先助课、试讲等原

则，以防缺乏授课经验的青年教师发生错讲、误讲等

事件。

本专业将充分利用学校现有人才引进政策，加大

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引进力度，整合学术梯队

力量，促进科研创新团队的建设。此外，高度关注

新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大量引进师资，使得我

们有条件在原有成形的科研团队的基础上适当发展

新研究方向。

5    结束语

我校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为适应21世纪对应用型
金属材料专业人才的需求，坚持不断地改变传统教学

观念和模式，在培养模块、专业课理论教学、实践性

教学改革、师资队伍优化等环节上与时俱进，创造条

件，加强对学生工程实践素质的培养，优化学生的知

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培养出了能满足当前经济社会

需要的金属材料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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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案例教学在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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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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视频案例；金属材料工程；视频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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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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王雪姣，等：视频案例教学在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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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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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能力及素养是我国工科毕业生的短板，而与专业相匹配的课外实践活动是提升学生工程能力及素养的重要渠

道。以金属材料工程专业为例，剖析了参加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对学生培养及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对其保

障举措提供了建议，并对该赛事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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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编号：RC1900001003)。

当前，我国虽是工业大国，却尚未成为工业强

国。因此，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是我国走新型工业

化发展道路，进而实现工业全面振兴的关键。我国原

有的工程教育往往重理论、轻实践，所培养的毕业生

往往因实践能力较差而难以满足行业需求。反观美

国、英国、德国等工业强国，其工程教育则围绕如何

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为了同国际工程教育接轨，2016年，我国正式

加入《华盛顿协议》，自此开启国内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工作。根据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1]，认

证专业学生的毕业要求为：通过本专业学习所掌握的

知识、技能和素养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由此可以发

现，工程知识、工程能力及工程素养是支撑学生毕业

要求的“鼎之三足”，也是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

“三大法宝”。其中，工程知识比较容易理解；工程

能力指的是人们运用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工程素养则是指工程技术人员面向工程实践时所具有

的潜能和适应性[2]，是在设计解决方案时能综合考虑

经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

素。学生可从理论教学中获取工程知识，而工程能力

及素养则基本依靠实践活动提升。然而，课内实践学

时短、学生得不到长效指导是国内工科专业较为常见

的问题[3]。在此情况下，就需要通过课外实践进行辅助

教学。

金属材料工程专业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支撑专

业。当前课内实践并不能满足该专业学生工程能力及

素养的培养需求，故亟须开展一种专业匹配度高的课

外实践活动予以补充。金相制备技术是应用于金属材

料产品研发、质量检验、零部件失效分析等的一种重

要手段[4]，是该专业学生最具实用性的技能。本文就

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简称金相技能

大赛)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剖析，对其保障举措提供了建

议，并对该赛事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1    参加金相技能大赛的现实意义

金相制备是一种看似简单但技术含量较高的工

作。从最初的金相样品，到最终组织清晰的显微照

片，需要经历粗磨、细磨、粗抛、细抛、腐蚀、显微

观察等步骤[5]。参赛学生需要在给定时间内完成如上

步骤，最终成绩将从金相图像质量、样品表面质量及

操作规范三个方面综合考量得出。需要说明的是，为

了真实反映学生的金相技能水平，正式比赛并非单一

材料样品，而是多种材料制样水平的综合检验，这给

选手带来了更多的挑战。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剖析

组织学生参加金相技能大赛的现实意义。

1.1    提升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能力

金相制备可视作一种微缩版的工程实例，应从

以下层面理解：一是制样必须严格遵循磨、抛、腐

蚀、观察等流程，可类比于工程实例中的工艺过

程；二是制样流程中力度的大小、时间的长短、抛

光膏加入剂量、试样在抛光盘放置的位置、腐蚀手

法等细节，可类比于工程实例中的工艺参数；三是

DOI:10.13492/j.cnki.cmee.2020.1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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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相制备是系统工程，一个环节出错将导致满盘皆

输，这与工程实例相通。为了备战金相技能大赛，

学生需要持续地进行金相技能训练，在此过程中其

工程问题解决能力也相应地得到锤炼。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很多学

生初次制备金相时的直接感受。实际操作让学生获得

了比课本知识更深刻的体悟。从最初制备金相的“面

目全非”到逐渐干净、清晰、明辨，学生均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断总结失败经

验，学会利用网络资源、信息技术等现代工具等查询

原因，通过研究分析设计出更好的制备方案。通过一

整套流程的完成，参赛学生都经受了一场深刻的工程

案例教学，并在其中见微知著、逐本溯源，学会举一

反三。

1.2    提升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素养

拥有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工程能力)是成为合格的

工程师的必要条件。然而要想成为卓越工程师，就必

须善于进行沟通和团队合作，同时学会恪守职业规

范，在考虑经济、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

及环境等因素的条件下解决工程问题，即所谓的工程

素养。

提升学生的工程素养是参加金相技能大赛的另一

层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为了避免考核指

标过于单一，金相技能大赛并不以获得清晰的组织照

片作为唯一评分标准。其对金相制备过程中的操作规

范同样做了要求。制样过程中飞样、操作台狼藉一片

等操作不规范行为均会被扣除一定的分数。以上标准

暗含了学生在以后工作中需要恪守职业规范及道德，

要充分考虑工程问题对安全、环境等的影响。二是金

相技能大赛包含个人奖和团体奖，因此参赛学生应了

解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培养团结协作意识。三是

经过大赛及前期训练，参赛学生与同伴之间以及与教

师之间的交流渐趋顺畅，沟通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四

是经过比赛，参赛学生可直观了解自己与本组队员及

其他高校参赛选手的差距，从而树立自主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意识。

1.3    提升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组织学生参加金相技能大赛对提升其综合素质同

样具有显著意义：其一，学生初练金相制备技术时，

由于力度掌握不到位等原因，多数得不到理想的结

果。此时，磨金相其实就是“磨心智”的过程。多次

失败后，学生的心态会变得冷静和坚韧，这是做好一

切事情的关键；其二，比赛过程中一道细小的划痕也

可能拉低分数，这教会学生要细心、精益求精，而这

正是成为卓越工程师的重要素质；其三，比赛结果固

然重要，但过程同样教会学生成长。金相技能大赛引

导学生正视成败，学会宠辱不惊。

1.4    以赛促教　以赛促改　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学”是金相技

能大赛的宗旨。金相技能大赛是对各高校实验教学水

平的一次大检验。带队教师应从比赛结果中找差距，

借鉴兄弟院校经验，优化实践教学过程，补齐实践教

学短板，真正做到专业的持续改进，进而提高人才培

养水平，为国家和地方输出更多更优秀的工程技术人

才。调查发现，在大学期间参加过金相技能大赛并且

获奖的学生，能够在毕业后更快地适应工作角色。

2    鼓励学生参加金相技能大赛的保障举措

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高校应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第一，政策支持。提高金相技能大赛的校内定

位，在评奖评优、保研推荐上对获奖学生予以倾斜。

第二，广泛动员。专业教师同辅导员联手，向各级学

生介绍参加金相技能大赛的重要意义，发动他们的积

极报名。大四之前，每名学生均可连续参加。第三，

组织得力。将报名学生纳入金相兴趣班，开班典礼

上邀请指导教师和往届获奖学生代表介绍金相制备

知识。随后进行班级分组，每组选定金相技术好的学

生作为组长，负责组织同伴分批分时进行金相技能训

练，并严格落实考勤制度。建立班级微信群，指导教

师随时随地答疑解惑。第四，硬件保障。学院实验中

心做好砂纸、纱布、抛磨机、显微镜、抛光膏、腐蚀

剂等的配套供应工作，为学生金相技能训练提供保障。

第五，严格选拔。按照金相技能大赛的评分标准进行校

级选拔，优胜的学生参加省级大赛，根据成绩排名及发

挥稳定性确定国家级大赛的人选。第六，实施人才补位

制度[6]。落选校、省、国家级大赛名单的学生仍需积

极训练，大赛之前可随时向任何一位拟参赛学生发起

挑战，胜出后即可替位参加大赛。

太原理工大学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借鉴国内兄弟院

校经验，以学院实验中心为依托，积极实施金相教学

改革，成果显著。2019年，我校在第八届“徕卡杯”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中斩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2
项，并荣获团体三等奖。此外，由于软硬件完备，我

校顺利获得第九届“徕卡杯”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竞

赛的主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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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相技能大赛的未来展望

当前，各级金相技能大赛只考查诸如球墨铸铁、

45钢等传统钢铁材料的金相制备技术，不够全面。我

国正处于工业转型升级的快车道上，航空、航天、航

海、汽车、化工、军事等高端制造业占比逐年增加，

导致铝、镁、钛等有色金属材料需求猛增[7]。为了适

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防止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学

生培养工作同企业项目脱节，有必要在金相技能大赛

中增设有色合金比赛项目。该项目可以单列，也可以

同钢铁材料综合考查，真正做到“需求牵引，以赛促

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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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ineering ability and quality is the shortcoming of engineering graduates in China, and the relevant extra-curricular practices of 
each major are important channels to improve students' engineering ability and quality. By taking the major of metal material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ctual significance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metallographic skills competi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student 
cultivation and the reform of practice teaching of major,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its safeguard measures, and anticipates the future of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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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as an opportunity, 
this paper studies and explore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based on Arduino embedded direction, builds a perfect embedded direction curriculum 
system and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n the basis of self-made teach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establishes a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integrating tutor system and competition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teacher team.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 design concept of embedded system and Arduino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way of teaching reform in the 
direction of embedded system.
Key words: embedded system; Arduino; practical teaching;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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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項目名称 \ r*u*t*qr€Bts ,r 項目負責人
1 御1新 人オ培未 中

〃
相蹴 控告 文学改革均実践 白絶絶

９

“

学生学コ体聡祝角下 《申it学>銭壺残下相結合的教学模式研
究

常京洋

3 基千創新型人オ培界的分析化学共唸差昇化教学新模式的杓建 除佳瑛

4 水文埼水資源工程国家一流寺並建没的研究均実践 瞭軍鋒

5 “一帯一路 "初1域下来隼留学生培未模式探究 除少平

6 基千樟 糊 屏次 /71k析洪 的大 学 英 語 教 学 盾量 坪 倫 桂 燕
ワ
イ 多鍵立体 《r井瓦斯防治技木》精品深程建没 郎存宝

8 相1械寺並工程実践能力察合培未体系研究均実践 丁隼

9
基千屯気工程決II及 屯力交易双重不境下的屯力市場深程教学

改革探付
杜欣慧

10 思想政治教育寺 レヽ“誹隣式 "実践深深程体系没汁 奨茉

銭 _L銭 下結合的び物加工実蛉教学新模式探索均実践 焚玉洋
９

″ 大数据吋代軟件工程寺立人オ培界模式的研究 渇秀芳
13 智能化采破工程半立没汁実践教学研究 付 翔

14 高朴 革 悟 教 輛晰 力執 知 乃教 学 糞 践研 究 高行珍

15 大学英悟保程思政融入コ近平重要沿述的教学没汁和実践研究 歌新奇

16
基千数値傍真的不同灌水方法衣田水分送劫虚似実強研究均実
勝

郭向笙

″
ｒ

基千土木工程拭強班含J新能力培芥的 《猪杓力学》深程教学改

革
郭秀学

18
基千新工科背景下材料成型青立深程教学与大学生深外尭賽深
庁 融 合 的 探 素 埼 奪 践

軒富恨

19
以学科尭賽力牽引,面向新工科含J新能力培券的第二深堂模式
研 密

赤『根彦

20 基千S2S平 台机器学コ深程建没及其混合式教学探索均実践 赤:小十
，

″ 需求早 向柳1域 下高校寒二 人オ培未相:告|1研 究 何素絶
９

″

９

″
来隼 留学 /「波 悟 HSK裸稗 洞 合 式新 学樟 式研 究 侯 涛

23 新高考対高校招生景取影的及対策研究 糞巨海

24
以建没国家須銭上銭下一流深程力 目林的 “悟音信号処理 "改
革方案探究

頁海蓉

25 《外国美木史》混合式翻特深堂教学方案研究 百雨捌『

26 新 T科時代 lllJ方高椿 停合 創 新 育 人樟 式 詢革 策略 更秀芹
ワ
ー

つ
ろ 屯気工程一流寺立建没研 究均実践 更燕沐

28
新工科背景下 服装与服怖没汁寺並 “芝工融合"隻合型人オ培
未 汁 伽1研 究

姜中学

29
基千 “一流本科寺立 "下鋼箱杓没汁基本原理深程教学模式研

究
焦晋峰

30 |1両 llJ.域背 景 下 的 《中 国 識 鈴 申》 深 稗 教 学 詭 童 康 峰

31 “律筑学も レヽ牛声糞】″糞践埼科研整合研究 雷 一彬
０
ろ

つ
０ 新工科背景下地学飯域国際工程教育改革均実践 李斌

つ
０

つ
０ 基子 OBE理念的汁算机 図絡新工科人オ培未探索研究 李実哲

34 大数据背景下牟輌工程寺立決 II的形成性坪伶体系建没研 究 李国共

35
基千国家象一流寺並的給引卜水科学与工程寺立一流深程建没的
詢 童 島 奪 勝

李笙拍

36
基千寺立決ilE背景下 《物理性汚染控制》深程実践不市的改革
探索

李厚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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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項目名称 項目負責人
ワ
ー

（
く
υ 面向新工科的采ゲエ程核

`い

深程金深建没 李律忠

38
新工科背景下以提升 “解決夏余工程 同題 "能力力早向的Clj客

奪蛤室律滑
李静

39 新工科背景下机械美深程借杢和引逃国タト先逃教学方法的研究 李娼莉

40 智台,申 1浩糞洲1某 lllJ律没的研 究 李王国

41 山西高校文物保押CJ新人オ培券模式研究 李文娼

42 席似街真技木崎深堂教学深度融合的研究均実践 李小莉

43
“互咲同+教育 "背景下的 《机械没汁》深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

究埼糞践
李秀笙

44
“金深 "祝域下基子CJ新 能力培界的 《物理化学》深程教学改

革研究島実践
李拍春

45 丁F結神存深稗思政教学中的実践探索 梁建国

46 基子CSCP疱式的工科高素反ell新人オ培券模式Ш匪先生主菫 辛柔Aノトツ只レ
ワ
‘

月
４
一 基子SPOC模式的路基路面工程教学改革探究均実践 文」芳

48 《水工程施工》虚似傍真没汁均建没 文J吉 明
49 基千大数据的中国英悟劫恭悟料庫建没埼相美研究 文」茉

50
新工科背景下 “互朕同十大学物理"大班教学模式的教学改革探

索 研 究
文J瑞洋

51 跨も レヽ御1新佃¶レ深程没汁均実施方式研究 文J「日

52 四位一体新型野外地盾教学育人模式探索均実践 尤建輝
Ｏ
υ

民
Ｕ 《材料 力学》深程湯合式教学樟式的研究均実践 楽云博

54 基千幻須切、同学コ相1制 的配送管理深程教学模式創新研究 島家幕

55 大学生科技党界駆劫下的化工
義ど亜鉾ギT集蹴望ヽ

不市改革 牛拍霞

56 金属材料工程国家一流寺並建没是路探索 瀞
や 芥堀威

ワ
ー

Ｆ
へ
∪ 工程水力学虚似傍真実強教学平台的研究亀五五 仔春平

58
更備

化学実強室凩隆坪伶与凩陰、
電露

刺霧滑
彎》

原理工大学
史晟

59 基千学コ投入研究的大学英活混合教学模式実江研究 史暁虹

60
基千山西資源型径済特型友展的高等教育含J新含J立人オ培券研
容

宋晨晨

61 《建筑冷熱源》深程混合式教学的改革ち建没 宋 ]]中 芳

62 淑1絵工程寺立虚似傍真実践教学平台建没的探頷 亦巧梅

０
０

′
υ

建立校企 “咲合含J新共唸室 "実現模決化、升放式的物理実唸

裸 堂 教 学
7//1ヽネL

64
“新工科 "背景下土木工程寺立翻輪深堂教学模式没it均反債

相,告|1研 究
刊ヽ延芳

65 人工智能背景下数学均庄用数学寺立的寺立建没探索与実践 勝凱1民

66 普 i~m高校体育深稗整体改革埼律没 田忠新
″
′

α
υ 白劫控制理沿深榔 POC建没中的思考埼改革探索 王 芳

68
慕深+智 慧深堂 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均実践―以 “倍感器原理及
前 田深 禾早力 ″||

王峰

69 采び工程一流本科寺並建没研究均実践 王 弄

70 《岩体力学与工程》国際化双悟教学探索均実践 王朋ヽ

″
‘

平台依托、項 目引頷、国際祝野、科教融合一精准培芥机械 屯

子丁程考 レヾ人オ的詢革埼糞践
王涛

72 工程管理寺立浮借決II促避国家象一流青並建没的研究均実践 王天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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