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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材料工程基础》是材料类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为突出航空特色，教学团队结合一流课程建设背

景和课程教学改革目标，介绍了《材料工程基础》一流课程建设过程。通过一流课程建设能有效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实现课程的航空特色化改

革，加强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整体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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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 Engineering”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materials majors. In or-
der to highlight avi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teaching team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first-class course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 Engineering”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first-class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he goal of course teaching reform. The first-class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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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their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real-
ize the aviation characteristic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s a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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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教育部 2018 年提出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2019 年公布了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即建设 10,000 门左右国家级一流课程和 10,000 门左右

省级一流课程。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与实践的内涵就是要通过转变教育教学理念、变革教学方式方法将原

来低阶性、陈旧性和不用心的“水课”淘汰，建设一系列一流课程。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材料工程基

础》课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建设与实践。 
《材料工程基础》课程是普通高校工科材料类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包含金属材料及其性能、热

处理、材料成形工艺(铸造、锻压、焊接)及机械加工(金属切削)等知识，内容广泛且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

强[1]。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是一所以航空宇航为特色，以工为主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院校。培养适应

国际竞争的航空类本科人才，是我国航空科技发展、应对现代战争的战略选择，也是航空类高校有效服

务航空事业的历史责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航空构件的成形、加工问题对《材料工程基础》

课程进行特色化教学改革。同时，切实遵循“两性一度”金课标准[2] [3] [4]，确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建立材料工程基础知识框架，开启学生内在潜力与学习动力，全面了解

材料工程中重要的知识点，包括现代机械制造中材料成形工艺和机械加工工艺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

以及先进制造技术，认识从工艺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点进行串联，

构建知识网络，做到前后融会贯通。遇到材料工程问题时，具备零件成形、机械加工的工艺分析与设计

能力，能对工程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具有创新思维，能够表达和解决材料工程中的设计问题，能准确剖

析问题核心，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法和实施途径；同时关爱学生，注重课程思政，明确材料工程在国民经

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核心地位，树立热爱专业、报效祖国的人生价值观；具有一丝不苟、认真严

谨的工匠精神；具有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 

2. 课程建设 

2.1. 课程与教学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材料工程基础》是材料类专业第一门专业基础必修课，为后续材料类专业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和

实践支撑，起着重要的奠基石作用。该课程基础内容多，涉及材料、材料成形、机械、先进制造、计算

机应用、环保等知识；依据课程的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能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创新意识和

综合素质；以往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主要存在两大突出问题：其一，课程教学资源匮乏，学生学习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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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低。该课程与材料工程实践联系紧密，这对缺乏工程背景的大学生而言更加困难，因此学生的反馈

通常是“知识记不住、课堂没意思”，从而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效果不佳；其二，缺乏特

色，该课程以往的教学内容和国内其他高校几乎没有差别，缺乏我校航空宇航的办学特色。因此，课程

与教学改革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包括以下几方面：如何转变教学理念和模式，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的

主体意识，实现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如何推进实践教学模式更新，凝练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

加强学生实践能力训练，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如何根据行业发展需求和专业特色，打造具有高阶性、

创新性和挑战度的专业课“金课”；如何提升课程思政实施效果，实现专业课对学生的价值引领作用。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既要传授给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又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

的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得到双重提高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因此，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符合一流

课程的建设标准。 

2.2. 课程内容与资源建设 

基于上述问题，近年来教学团队先后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资源建设上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

革，开展了基于超星泛雅平台的《材料工程基础》课程网络资源建设和基于航空特色化的课程教学改革

与探索。根据课程特点，教学团队按照章节知识点录制了课程视频，制作了课程习题库，每章节后有随

堂测试和章节测试题，优化教学内容，构建了具有航空特色的《材料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并深度

挖掘与知识点紧密联系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中。 
通过网络课程资源建设极大丰富了教学资源，形成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学习效率；通过特色化教学改革，增加了富有航空特色的教学内容，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

元素，凝练成课程思政案例库，引入了案例教学法，体现了我校服务航空的办学特色。基于超星网络平

台建设了线上教学资源，截止目前已完成了多个学期的完整运行。积累了大量教学视频、高质量的动画、

并附有电子教材、随堂测验、讨论题、相关文档等教学资源。通过随堂练习、作业、考试、讨论、答疑

等多种教学方式，促进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的资源共享、互动交流和协作式学习。 

2.3.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 

《材料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内容丰富，知识点繁多，若所有内容均在线下课堂讲授，难以突出教学

重点，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构建了“线上自学→线下讲解→重点难点讨论→拓

展内容”四层次进阶式教学设计，课前将学习资源在网络平台发布给学生，设置课程导学、问题情境引

导学生自学，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与教师线上进行讨论交流；而教师根据学生对知识点的自学情

况和存在的问题，对课堂内容进行调整，设计有针对性的线下教学方案，引导学生构建知识脉络，结合

课堂讨论，加深难点、重点的学习印象。利用课外学时将课程教学和生产实习、学科竞赛相结合，以提

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确保线上有资源、课中有活动、学后有触动，同步实现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下面以一次线下课(内容为第五章切削运动与切削要素)为例，来说明混合式教学方法的具体实施。 
1) 线上发布导学内容：前面学习的材料成形方法中，绝大多数是形成了零件的毛坯，其精度和表面

质量难于保证机器设备中各零件间的配合要求，大多数还必须经过切削加工最终达到使用要求，那么什

么是金属的切削加工呢？ 
学生带着问题预习，并明确本节课的教学目标，让学生从一开始就知道本节课要学什么、学完后能

达到什么目标，增加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便于学生做自我评估。同时在线上发布相应的自测作业，考

查学生线上学习的情况及定理理解和应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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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下讲解：结合线上学习情况，教师总结金属切削加工分类、特点、应用及发展。在讲解金属切

削加工分为钳工和机械加工两部分时，引入思政案例：航空工业奋斗者方文墨，方文墨为歼 15 舰载机加

工高精度零件，精度达到了千分之三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二十五分之一，是数控机床都很难达到的精

度。航空工业将这一精度命名为“文墨精度”。教导学生们任何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持之

以恒的努力，要发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刻苦练就“功夫”，才能取得耀眼的成就。 
3) 小组讨论：在新课讲解过程中结合切削实例，采用“案例式教学”方法，针对具体案例学生每 5~7

人为一组讨论，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通过小组总结发言一方面汇总各小组的讨论结果，小组之间借此

机会相互学习，另一方可以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并且给学生提供当众表达观点的机会，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通过案例教学使本节理论知识和工程应用相结合，并用于解决复杂材料工程问题，凸显课程的“高

阶性、创新性、挑战度”。 

2.4. 课程成绩评定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下，学生自主学习比例提高，因此需要进行考核方式的改革，采用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注重过程考核。不仅评估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生参与讨论，而且对其线

上学习过程进行合理评估。在各个章节设计随堂测试、单元测试、作业、线上讨论、线上答疑及选修选

看的拓展知识学习，在最后的课程评估中，结合学生线上学习、课堂表现和期末课程考试综合情况给出

最终的结果，形成多元化、全过程的考核评价机制。改革后的考核模式加大了平时学习过程的占比，学

生的学习习惯养成、课堂参与度成为考核的一部分，这种考核方式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和

能力，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 

2.5. 课程混合式教学效果 

本课程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来，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显著、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创新意识

提高，近两年教学团队教师指导学生在学科专业竞赛中获国家奖 10 余项，省级奖 20 余项。教学团队教

师在进行教学改革过程中同步发展进步，团队教师荣获辽宁省省青年教学竞赛二等奖，沈阳航空航天大

学教学名师、优秀教师、优秀青年教师等称号。 

3. 课程特色与创新 

课程特色：1) 课程思政覆盖全课程，将“航空报国”、“大国工匠精神”的思想和意识融入课程、

融进学生头脑；材料工程在国防安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等国家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的

大飞机、航母、蛟龙号等“国之重器”都与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发展息息相关。该课程对于学生了解材料、

热爱专业，乃至成长为国家需要的专门技术人才，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2) 案例分析强化知识点；如

通过分析航空发动机制造过程实例，易于学生理解定向凝固、钛合金锻造、特种焊接等先进制造技术的

特点。3) 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将课程教学与专业实习、科技竞赛有机结合，建立知识传授、素质培

养与创新能力提升于一体的培养模式。从纯理论知识讲授为主转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增强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4) 注重过程考核。每讲均配有随堂测试、讨论，引导学生以小组方式进行案例分析、

综合报告等。 
创新点：1) 建立了“线上学习课–线下见面课–多维度考核”的混合式教学流程；2) 建立了以行业

典型结构、企业特色产品为实例的案例教学法；3) 建立了具有航空特色的材料工程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和

教学活动。 

4. 结语 

本课程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可，通过网络资源建设，实现了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打破了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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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时间、空间限制，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线上互动，极大地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学习效率。

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加强了专业课程的航空特色，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通过实施案例教

学、科技竞赛，使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用，从而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

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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