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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是一门实践性极强、面向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的课程。传统教学及考核体系

在传授学生知识及评价学生学习成绩方面还不够健全，不足以符合当代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培养要求。

本文针对此课程在教学及考核评价体系两方面存在的不足，探讨了从课堂和实验教学到考评制度等方面
的改革。结合作者实际教学经验，提出改进教师的教学风格、强化案例教学及将线上教学并入课堂教学

的方法，从而改善课堂教学效果并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通过完善实验教学体系，加强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进而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分析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改进课程考核评价方式，调

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以期培养出符合社会生产需求的高素质工程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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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ical Basis of Material Forming is a highly practical course that meets the training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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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talents.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system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in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evaluating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con-
temporary students, and is hard to meet the training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deficiency in both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this cour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formation from classroom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to the assessment system. Based on our actual teaching experience, we propose ways of 
improving teachers’ teaching style, strengthening case teaching and integrating online teaching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trengthen stu-
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improving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of ap-
ply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analyze and solve practical production problems; modifying the 
way of course assessment to motiva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independent learning, achieve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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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是一门综合性广、应用性强的课程，属于机械制造基础系列课程，涵盖金属

成形、高分子材料及复合材料成形、粉末冶金、陶瓷成形以及表面技术等几部分内容。本课程全面介绍

工程材料热加工的基本原理、成形方法及设备、成形产品结构工艺性等基础知识。其先修课程包括材料

科学基础、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热工学。本课程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真空、车辆工程、过程

装备等机械类专业必修的技术基础课，也可为与机械相关的企业职工培训服务，应用范围广。但由于该

课程内容繁多，难度较大，导致学生对课程知识理解有限，难以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的工程

应用问题[1]。因此，本文针对现有教学的不足，结合学生对该课程教学方面的需求，从课堂教学、实验

教学及该课程的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以让学生更高效地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并能运用理论

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培养学生的工程素质类能力。 

2. 教学现状 

本校开展的《材料成型技术基础》课程计划学时数 32，暂时还未开展相应的实验和金工实习课程。

该课程学时数少，无实验实践课程，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只停留在书本理论知识的层面上，对成形方法的

物理机理及相关结构工艺性等难点知识未能理解透彻。此外，学生对目前采用的传统板书式教学方式已

厌倦，难以激发内心自主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只是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讲授，难以良好的掌握该课程知识。

依据笔者对该门课程理论教学的经验来看，该课程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2.1. 课程特点 

《材料成型技术基础》这门课程的内容广泛，由液态金属铸造成形，固态金属塑性成形，金属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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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和高分子材料及复合材料成形各部分组成。各章节之间既有联系也存在明显界限。每章内容均包括

材料成形原理、成形方法及设备，和结构工艺设计等几方面内容，表现出章节内容多、知识点难和原理

深奥的特点。目前，我们学校主要采用课堂讲授的方法开展本门课程的教学，还没有进行相关工艺实验

型的实践教学，且课时数少。而本课程又是以培养实用型和工程型人才为教学目的的，这导致课程的授

课形式与培养目标不一致。大部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仅采用 PPT 及传统的板书方式进行填鸭式的知识

传授，多半学生浑浑噩噩的听课，左耳进右耳出，基本处于神游状态。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很难明确

学习目标，更难做到完全理解相关知识，把握学习重点，仅能掌握简单的内容，久而久之丧失了学习兴

趣。考前复习时也毫无头绪，无从下手，导致考试成绩欠佳。由此可知，改进教学模式、开展实验实践

教学对于提升教学效果和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至关重要。 

2.2. 教学考核特点 

《材料成形技术基础》这门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加权，平时成绩由作业和考勤

决定，考试成绩取决于期末闭卷考试。由于大学生课程繁重，部分同学的平时作业不是通过复习课堂知

识完成，而是直接照抄其他同学的作业。考试前，同学们也只是临时抱佛脚，对于课堂知识只停留在基

本记忆的层面上而并未深刻理解，一遇到考点较深的知识点就只能放弃。合理的考核标准能有效公正地

评价学生的成绩，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论知识、技术能力和综合素质间的关系。因此，对传统的考核

机制进行改革迫在眉睫。 

3.《材料成形技术基础》教学方法的改进措施 

3.1. 改进教师的教学风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兴趣一方面源于所学课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教学风格及水平。大部分学

生对教师的教学风格有极大地偏好性，他们更喜欢在幽默、生动有趣的课堂里学习，心情好的同时学习

积极性也能大幅提高。所以，教师首先需要做好课前准备，潜心专研课本和相关参考书目，提升自身的

专业理论深度；开发内容丰富的多媒体课件[2]，如产品成形过程的动画演示、结构设计模拟过程展示和

新产品工业生产的视频等，借助这些内容加深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开阔视野，让学生更深刻的了解

材料成型的基本原理、工艺过程和结构设计等内容；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学生提供线上线下学习空间

[3] [4] [5]，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效果；改善自身的教学方式，尽量采用幽默诙谐

的教学风格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3.2. 注重案例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案例教学法指的是教师精心设计某个对象或案例，指导学生通过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及开展研究和

讨论而实现相关教学的一种方法[6]。通过该方法既能高效完成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又能有效提高学生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更直观生动，是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师生之

间可以无障碍地交流互动，课堂充满活力，能形成寓教于学的良性循环；案例教学的教学目标也发生了

变化，在具体工程案例里实现教师指导和学生自学同时开展，获得知识传授与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案

例教学中，学生转换成教学活动的主体，颠覆了以教师讲授、学生听课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能有效促

进学生自主参与、主动学习的风貌。学生在自主完成与学习和实际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学习任务过程中，

将付诸更大的耐心和专心，并激发更大的兴趣，因而可达到更高的学习效率，教学质量也能相应地得到

提高。 
但要注意在案例教学中，案例选取和设计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教师在选择实施案例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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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学生的熟悉程度和该案例包含的工艺内涵这两个方面进行设计。首先，选择的案例应为生产生活中

常见的，同学们在熟知其零部件结构的基础上可节省认知案例结构的时间，而得以把精力集中在学习知

识和案例的结构工艺性设计上。其次，教师选择的案例应尽量覆盖丰富的工艺内涵，留给同学们充分的

自主探索空间，激发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理论基础进行创造，如选择不同的材料成型方法，开展自主

性设计，通过团队分析讨论进一步完善工艺方案设计，实现自主学习的教学效果。 

3.3. 完善实验教学体系，加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巩固课堂教学 

根据现代社会对综合型素质人才的需求，本课程的培养方案应增设相关的实验实践教学，以强化学

生对课堂理论知识的巩固和实际生产的认知[7]。目前开设的实验课大多属于验证性实验，目的是通过同

学们的实际操作去验证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这类实验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能主动的运

用所学知识去设计实验，达到培养和锻炼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开拓学生思维并激发其创新思想的培养

目标。因此，我们有必要增设综合性的设计型实验，具体的实验设计内容要结合实际生产，针对企业在

产品成形过程中出现的技术瓶颈，能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这类设计性实验能训练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

应用于分析解决实际生产问题，这种培养模式既能提高学生的实验实践水平，也能锻炼学生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的能力。 
借鉴其他高校的成功经验，我们这些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的实验教学平台还可以大力开展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一方面：以虚拟制造实验技术作为教学实践活动，利用多媒体技术来模拟真实的材料成型

过程，使得整个实验过程具有可视化的特征，可最大程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借助互联

网开展虚拟实验教学可弥补实验室平台的欠缺，使学生身临其境的选择实验内容，完全不受实验时间和

实验平台的影响；同时实验内容也能紧跟上国内外最新材料成形加工技术的发展。总而言之，开展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可以弥补学院在教学设备等方面的欠缺，并丰富实验教学资源，强化学生对于材料成形加

工技术的感性认知，培养学生识别复杂工程问题中的关键及提出解决方案的工程素质类能力。 

4. 改进课程考核评价方式，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目前，《材料成形技术基础》课程的考核方式主要分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平时作业

基本由考勤、平时作业和课堂表现三部分组成，占到总成绩的 30%；期末考试题型分为分析题、论述题

和工艺设计题等，重点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成绩占比 70%。这种考核方式具有片面性，不

能全面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本课程可酌情增添综合设计作业，这部分用以考察学生设计及综合

素质能力。该部分占总成绩比例可设为 20%~30%之间，该环节由学生组团共同完成：团队成员按照课题

设计者、汇报者及资料调研和 PPT 制作者进行安排，学生按自身的特长设定其在团队的定位，成绩评定

时由团队汇报者进行课题汇报，时间为 8~10 分钟，然后团队成员集体回答老师和同学提问两分钟。这种

考核模式能全面考查学生的学习情况，也能促进学生独立自主个性的发展，有利于学生创造思维及能力

的培养，能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因此在考核方式中适量加入此环节非常必要。 
此外，客观公正的考核学生的实验成绩在实验教学中也至关重要，好的评价手段既能激发学生对实

验课的兴趣，又能鼓舞学生探索先进的材料成形技术[8]。一般情况下，教师会以学生的实验报告作为实

验课考核的主要依据，通过实验结果的合理性及准确性来给定实验成绩。这种大众化方法虽然简单，但

缺乏对学生的实验设计、实验操作过程以及分析实验现象及数据、解决问题能力的综合考核评价，缺乏

考核的科学性同时欠缺严瑾性。由此可知，从根本上改进实验课的考核评价体系非常必要。基于此，我

们根据工程认证的指引改进了实验课的考核评价方法，具体把考核内容划分为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操作

和实验结果报告三部分。在实验预习报告里，主要考察学生通过实验前的文献资料查阅对实验原理的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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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设计实验步骤及预测实验结果的合理性，这部分内容成绩占比设为 20%；在实验操作中，主要考核

同学们根据实验目标和要求，对仪器设备的操作规范程度，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及结果记录的规范性，实

验完成后对仪器设备的清理等，这部分占总成绩的 35%；在实验结果报告中，主要考核同学们试验完成

后对实验数据处理的合理性，对实验现象及所存在问题分析的合理性，对实验结论总结的准确性，这部

分占总成绩的 45%。 

5. 总结 

本文针对学生在《材料成形技术基础》课程学习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从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两方面

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以培养学生工程素质能力为导向，以社会需求指引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具体的，

本文提出了对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探索，在原有课堂教学基础上改进教学风格，扩展与时俱进的授课内容，

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强化实验教学、引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巩固课堂教学；改进课程考核评价

方式，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出能适应当前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培养要求的工程应用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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