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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materials,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in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bout piezoelectric ce-
ramics were applied in specialized experiment teaching; it enhanced students’ cognition of fron-
tier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looked for a way to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ex-
periment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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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把关于压电陶瓷科研成果中的新材料、新方法和新工艺等应用到专业实验教学中，大大提高了学生

对前沿科学的认知和学生的创新意识，为专业实验教学改革寻求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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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校进行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形势下，如何深化实验教学改革就成为广大师生尤其是

众多实验指导教师关心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在高校实验教学中存在“重理论，轻实践”

和“多验证，少创新”的现象，这种现象严重制约了实验教学的深入开展及其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的

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我在本科毕业论文实验阶段也发现，学生的科研能力普遍不高，缺乏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是被动的实验，静等导师指导，这与平时的实验教学不无关系。因此，

对目前材料专业实验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2. 文献综述 

目前，对压电陶瓷制备及其性能测试方面的实验教学改革成果并未有报告，但国内许多高校高度重

视材料专业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李俊燕老师[1]在高分子材料综合实验教学改

革后发现，把教师平时的科研成果以及企业合作项目添加到实验教学中，可让学生容易接触到本学科最

新的研究成果和科技动态，能明显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郝红元老师[2]在对材料专业实验教学改

革探索中认为，以教师自己的科研任务或成果提出命题，教学中通过学生自主独立地完成对材料的开发、

设计和研究，可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朱春玲老师[3]对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的实验教学

改革中指出，通过丰富教学内容，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张黄群老师[4]在研

究高校实验教学的探索中认识到，科研成果的服务于实验教学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非常重要，为实验

教学改革寻求了新的路径。 
综合来讲，目前高校对材料类专业实验的教学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 实验教学手段的改革，

普遍认同，让学生成为主体，建立学生与教师互动的机制，让学生更多的去主动思考、探讨和实施。2)
教学方法的改革，采用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转变

为主动学习知识的过程；3) 教学内容的改革，所有研究人员普遍认为，丰富教学内容，引入科研成果中

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对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积极性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如何把科研成

果转换成专业实验的一般方法和过程讨论较少。4) 实验平台的建设与开放，学生对先进仪器和前沿的实

验手段有较浓厚的兴趣，通过多层次性平台的建设与开放，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5) 实验考核方式的

改革：通常认为提高综合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所占比例，会更客观体现学生的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培养

创新型应用人才。 

3. 压电陶瓷制备及性能测试专业实验教学现状 

随着我们聊城大学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实验教学工作方面有了较大发展，但同时也面临严峻挑

战，以我所带的“压电陶瓷制备及性能测试”专业实验为例，有如下不足：教学大纲内容与最新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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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论、新技术脱节，教学模式较为封闭，学生模仿多、被动多、创新少、主动少以及设施紧张等。这

与新形势下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不符，因此进行相应的实验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材料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而压电陶瓷也是材料行业研究比较活跃的领域，新材料、新技术

等科研成果层出不穷，更新很快。聊城大学材料学院每年在此领域的科研论文和申请专利等科研成果都

达到较多的数量和较高的水平，及时把科研成果融入实验教学，充实、更新现有的实验教学内容和实验

技术，是本研究中实验教学改革的目的，也是减小实验教学内容与科研成果距离的有效手段。同时，教

师的科研成果蕴含着创新的思想和内容，科研成果的引入实验教学中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学科的前沿和创

新的过程,体会创新的思维，对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都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 压电陶瓷制备及性能测试专业实验教学改革方法 

根据材料专业实验教学的发展趋势，结合目前我们实验室的情况，我们对实验教学进行了以下改革： 

4.1. 科研成果中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在专业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目前，“压电陶瓷制备及性能测试”专业实验教学大纲中采用的材料体系、实验方法和制备技术都

远落后于目前的科研最新进展，因此在实验教学中引入科研成果中的新材料和新技术十分必要。教学中

我们将科研成果中出现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运用到实际应用中，如：我们把钛酸铋钠、铌酸钾钠

和钛酸钡等无铅材料体系运用到实验教学中，提高了学生对最新压电陶瓷材料体系的认知，并提高了他

们在材料制备和运用中的环保意识；实验教学中我们还引入等静压成型、热压烧结等先进制备技术，并

转化为实验教学的一般方法和过程，大大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并加深了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另外，

我们还把材料制备中的新方法运用到实验教学中，如：溶胶凝胶法和柠檬酸法制备粉体，并充分利用实

验室资源，把 PLD 等制备陶瓷薄膜的设备和方法引入实验教学中，使学生对目前相关专业方向的科研成

果有了更广泛的了解，效果良好。 

4.2. 科研成果促进专业实验教材的更新和完善 

由于教材设计的实验教学内容较为陈旧，方法较为单一，且更新较慢，影响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因此我们对实验教材加以完善和更新。把此领域科研成果中关于新材料和新方法等内容引入教

材，并实行了实验教材的短期更新机制，在教材中为学生提供较为典型的文献资料或相关链接，确保将

本领域最新的科研动态及时传达给学生。另外，我们还加强实验教材与理论学习的结合，在新的教材中

体现学以致用的鼓励学生以教材为基础进行创新性实践。 

4.3. 以科研成果促进专业实验教学平台的完善与开放 

我们实验室现有设备基本可以满足实验教学的进行，但在新技术和新方法引入后，我们进一步开放

科研研究使用的仪器设备为教学所用，并鼓励学生按照最新的科研成果自己动手搭建或改进材料制备和

测试设备，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的同时，还可进一步完善实验教学的平台，让最新的科研成

果在实验平台建设中有所贡献。另外，在正常实验教学外，我们还鼓励有兴趣的学生动手组建压电陶瓷

制备及测试专业实验的工艺流程模型，对今后的专业实验教学可谓“一劳永逸”。 

4.4. 以科研成果优化专业实验教学方法 

传统的实验教学基本上都是由教师安排好一切，统一的教材、仪器，学生只是照方抓药式的被动式

试验，主动性和创新思维受到很大束缚。因此我们对实验教学方法进行了革新，实验中树立学生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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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引导他们在“预习–设计–实验–总结”每一环节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关

注与专业实验有关的科研成果，并在条件允许范围内引导他们探索新方法、新工艺，并鼓励他们付诸实

践，这有利于创新型应用人才的培养。 

4.5. 以科研成果形成过程完善实验教学考核模式 

实验考核是检验实验教学效果的一个关键步骤，在实验报告中增加对实验设计、实施和分析等环节

创新方案的考核比例，而科研成果的行程过程通常蕴藏着创新、设计、实施和分析等关节，引入过程和

结果同时考核的平衡机制，可大大培养学生科研创新的意识。 

4.6. 实验成果在专业实验教学中的实践 

经过前期对压电陶瓷制备实验教学方法的革新、理论分析、实验教学平台的重组和完善，以及实验

教材的革新等系统性的调研、准备和开发工作后，验证新型实验教学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是本项目研

究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在实验教学过程中，积极跟踪学生在实验开展中的创新性以及动手能力锻炼等

多方面的教学效果，及时修改教学模式的不足之处，进一步完善压电陶瓷材料制备实验教学改革，并把

最新成果反馈到后期实验教学上。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改革，在专业实验教学中，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新性，教学效

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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