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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能力与科技水平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驱动力，课堂教学是研究生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基础地位作

用。 案例教学是一种将实践性、理论性高度融合的教学模式，符合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

结合对分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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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Classroom teaching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ostgraduate talent
cultivation. Case teaching is a highly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 of practice and theory,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training
goal of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method of
presentation assimilation discussion teaching (PADT)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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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与科技水平日益成为现代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研究生教育担负着高水
平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是国家创
新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持[1-2]。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
影响人才取得科研创新成果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
因素与个人能力[3]。 高等学校在提升研究生培养质
量时，特别注重环境因素建设，包括课程教学、科学
研究，工程实践、学术交流等因素[4]。 从世界研究生
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实出发，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大力扶
持和积极引导的发展重点。 面临新的挑战和时代，
将专业学位研究生定位于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高层次、 高素质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人
才。课程教学是我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保障学
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 在学生成长成才中具有全
面、综合和基础性作用[5-6]，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
基本途径[7]。 因此，需要紧跟人才发展战略方向提升
课程教学质量，促进专业硕士研究生科技创新能力、
科研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

1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分析

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一起构成了现代高等教育
学位体系不可缺少的两大组成部分。 专业学位(Pro-
fessional Degree)在于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
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
门人才[8]。 专业学位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
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
训练的高层次人才。 专业学位的突出特点是学术型
与职业性紧密结合， 获得专业学位的人主要从事具
有明显职业背景的工作，如工程师、医师、教师、律
师、会计师等。 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培养目标上
各自有明确的定位，以至于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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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学位的标准和要求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为了应对高层次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缺口难

题，国家领导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多次强调要注
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2020 年 9 月，教育
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指出，人才培养加强
实践性、学科课程加强实用性。 因此，研究生教育在
高层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越发重要， 对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培养目标等展开全面深入
的探索 [6-7]。 对材料类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而言，要求
学生能在材料的制备、加工成形、材料结构与性能、
工程应用等相关领域从事技术开发、工艺和设备设
计、技术改造、工程应用、科学研究、教学及经营管
理等方面的工作，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高层次、高素质全面发展的工程技术人才。

2 课堂教学模式探究

2.1 课堂教学特点分析
课堂教学是教学活动的中心，泛指教师与学生

共同参与的一种活动历程。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
影响学生学习的关键， 教师所展现教学效能的高
低，不但影响教师的教学行为与表现，也直接影响
学生的学习行为与表现。 为达成人才培养目标，专
业课程教学也需要一种新的模式和方法 [9]，重视教
的主导作用，发挥教、学相长的作用，均是提高学生
科研实践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10]。相比其
他层次的教育，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学的立足点在于
“研究”，即通过研究来发展、创造知识及创造性地
应用原有知识[10-11]。 学生的课程教学应是理解和研
究现有的知识，并运用它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实际
上是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 因此，课程学习
不仅是传承知识、拓宽基础的需要，而且也是培养
创新能力的必要手段[12]。除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
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13-14]。
2.2 课堂教学手段探讨

现代教学理论明确指出， 教学过程是师生交
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是教师的“教学”行
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的统一[15]。 一定程度上的互
动课堂教学比传动课堂教学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而选择合适的教学手段进行互动教学以
达到提高互动教学效果的目的，成为互动教学实践
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互动式教学手段具有形式
多样化的特点[16-18]，常见的手段包括案例教学法、情
景模拟法、小组讨论法、提问式教学等[19-20，22]。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新型教学

手段，是连接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桥梁，主要由教
师通过真实典型案例模拟， 引导学生针对案例主动
收集资料、综合分析、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而培
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是广受学生欢迎的新型情景教
学方式。 在研究生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能更好地
将启发教学、问题教学和互动教学等融为一体，更好
地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20-21]。但在互动教学过程中
要注意学科的差别使用， 理工科的互动教学特别需
要控制教学任务，避免将互动教学流于形式[22]。
2.3 课堂教学方法探究

传统上， 专业课程课堂教学方法中主要存在讲
授法、探讨法[12，23-24]。 讲授法是采取教师单向讲授、学
生被动接受的形式，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的程度，一
般是通过最终的考试进行评价和测定， 缺乏对课程
教学质量的及时反馈。在该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中普
遍存在考试前突击“复习”，考试后“忘却”的现象，最
终的教学效果低下。而且，从刺激→认知→思考→理
解→实践这种认知规律来看， 单向的灌入式讲授法
缺乏启发式和创造性， 很难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多样
化的高层次人才的。然而，探讨式教学通常忽略实际
应用与基础知识的结合[23]。 由于教师没有有效组织
课堂，“教”与“学”的主导作用完全颠倒，学生学习缺
乏任务和目标， 以至于没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 有必要改变“教”、“学”分离的现象，
研究新的教学模式，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结合，在
课堂教学中真正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很明显，传统教学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现代教学
应以传授方法为主，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把知识和方
法对立起来[25]。 正确的观点应当是运用辩证唯物论
的认识论,把传授知识与传授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寓方法于知识之中。 张学新教授所提出“对分课堂”
教学方法[26]是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其核心理念
是将课堂教学时间一半分配给教师讲授， 一半分配
给学生进行交互式讨论学习， 在时间上把教学分为
清晰分离的 3 个过程，分别为讲授(Presentation)、内
化吸收 (Assimilation)和讨论 (Discussion)，也简称为
PAD课堂。 实践证明，对分教学方法能很好地解决
了知识与方法对立的矛盾， 实现了学习与创造的统
一，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种有效教学方法。

3 教学实践

在材料成形课堂涉及到多孔金属制备技术的教
学过程中，结合藕状多孔金属的案例教学讲授，采用
对分教学的方法， 探讨基于液态法的多孔金属制备
技术原理与方法。 教学组织过程参见图 1，通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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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分教学方法与案例法教学手段相结合进行教学流程图
Fig.1 Flow chart used in classroom teaching by combining the PAD method with and case teaching method

呈现、案例分析等教学环节，结合对分法开展了案
例教学实践。
3.1 案例呈现

自然界中存在大量多孔材料，人工制备多孔材
料具有广泛的潜在应用价值，其性能特征受微观结
构的影响。 类似于莲藕内部存在的管状小孔，藕状
多孔金属种具有定向排列的封闭孔洞。 在液态法制
备过程中，以液态金属为基础原料，采用金属-气体
共晶定向凝固方法，得到固-气共晶结构，规则圆柱
形的气孔定向排列于金属基体中。 固-气定向凝固
制得的多孔金属具有规则性和方向性特征，而凝固
速率、氢气气压和过热度等制备工艺因素都会影响
多孔金属的结构和性能。
3.2 案例分析

多孔金属具有很多优点， 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尽管有金属-气体共晶相图的基础， 但在材料制备
过程中如何调控反应热力学和动力学行为，对于具
有设计结构的多孔材料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案例分
析中，老师分析藕状多孔金属制备的基本方法和技
术原理，构建起多孔材料研究的核心框架，引申出
多孔材料制备的重、 难点科学原理与工程问题，包
括如何设计藕节多孔结构金属材料？ 如何选择材料
体系？ 孔洞形貌及尺寸控制原理是什么？ 藕状多孔
金属结构与性能的关系如何？ 并留白请学生进行分
组学习。 围绕以上问题，课后结合对多孔金属的其

他需求，查阅国内外文献，总结多孔金属制备技术及
原理。 最终，通过讲授知识、内化吸收和讨论等教学
环节，理清多孔金属合金体系-微观结构-性能指标
的关系，并多孔金属材料设计和制备工艺设计。
3.3 教学过程

专业硕士学习多孔金属制备技术的课堂教学
中，将案例法教学手段与对分教学方法结合，完成了
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教学中采用了藕状多孔金属制
备的实际工程问题，涵盖了热力学基本理论、定向凝
固工艺原理、液态法制备技术、成套工艺设备开发、
微观结构调控、产品性能特征等，既是对已有知识的
运用，又面向新材料创新设计与开发，将理论学习与
工程应用很好的结合起来，在理论学习、创新设计以
及工程实践等方面有机融合。 所选择案例教学体现
了知识性、实践性、创造性的有机结合，教学内容符
合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目标。 采用对分教学
法，通过讲授、内化吸收环节与探讨环节逐渐加深强
化了对技术原理和科学理论的知识构架， 拓展了对
其他多孔金属制备技术的认知和理解， 起到了学生
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的目的。 同时， 通过完善
“亮、考、帮”教学环节，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
信心，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最终，形成了关
于多孔金属的成分-组织-性能的关系构建，以及材
料设计与工艺设计方法的知识体系构建， 实现了理
论基础到实践应用的纵深结合。

4 结语

课堂教学在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过程中发
挥着核心基础作用，要注重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确保
学生培养质量。 案例法教学通过对实际工程问题的
系统学习，有效提高工程实践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运用好人才培养的环境因素采用对分教学方法，通
过改变环境因素达到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和参与
学习的主动性，实现了高效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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