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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传统的理论授课+课程设计的材料成形工艺学教学方法，建立面向工程实践的课程教学新方法。在新 

的教学方法中，学生以完成特定零件的成形工艺设计为目标，以自学为主并辅以授课教师的指导，完成相关知识点的学 

习，授课教师以学生完成的工艺设计图纸和工艺知识答卷等形式作为课程评分依据。教学实践表明，采用该教学方法， 

提高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提高了学生专业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课程的学习效果明显好于传统的授课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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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Engineering Practice 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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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of material forming technology of theory teaching +course design, and 

establish a new teaching method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oriented. In the new teaching method, students aim to complete the 

forming process design of specific parts, mainly by self-study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teaching teacher, and complete the 

learning of relevant knowledge points. The teaching teacher took the process design drawings and process knowledge 

answer papers completed by the students as the basis of course grad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improves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of students, improve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professional 

courses of students, and the learning effect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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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成形工艺学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 

一门核心专业课，它是将传统的铸造工艺、锻造工 

艺和冲压工艺等综合在一起，目的是使学生系统掌 

握金属的液态和固态成形基本工艺的设计方法和 

相关知识，为学生未来从事相关行业打下基础。该 

课程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多年来，该课程的授课 

一直采用理论授课+课程设计的方法，即先经过多 

学时的课堂理论讲授，在讲授结束后，采用闭卷考 

试的形式考核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然后再 

辅以若干周的课程设计来巩固学生对课程知识的 

掌握和应用。

多年的授课实践表明，上述传统授课方法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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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实践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等方面存 

在不足。首先，传统的授课方式中，前期的课堂讲授 

+闭卷考试存在学生被动灌输知识及死记硬背等弊 

端，虽然后期的课程设计能够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 

识的能力，但没有与课堂讲授融合在一起。

针对传统授课方法的不足，国内众多高校已开 

展了探索专业课程教学改革，有基于项目开发实践 

进行专业课教学冋，即教学内容围绕具体的项目开 

发，以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进行专业课程教学; 

有面向工程完整案例的专业课教学〔7,为企业深度 

参与教学搭建平台；有在教学中引入仿真软件模拟 

实际系统的工作过程（也,学生通过完成模拟实际工 

艺过程完成对专业课知识的学习。

上述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都是基于培养学生工 

程实践能力的教学理念,基于相似的教学理念，本文 

探索一种面向工程实践的教学方法，该方法在教学 

流程等方面与上述教学改革存在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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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向工程实践的课程教学方法

1.1 改革内容

相比于传统授课方法，新的教学方法的具体改 

革内容为：降低课堂教学所占总学时的比例，而把 

更多时间留给学生进行资料查阅和工艺设计。在开 

课之初，给学生分发产品的零件图，并给学生强调 

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学生根据零件图，以完成产品 

成型工艺设计和系统掌握相关知识点为目标，在企 

业调研和资料查阅的基础上，要在课程结束前提交 

工艺设计方案、设计说明书和相关产品设计图纸。 

授课教师定期与学生沟通，就工艺设计的难点问题 

进行讲解。在课程结束时，学生需要结合所设计产 

品进行答辩，授课教师就相关的主要知识点进行考 

核。最终学生的该门课程的考核成绩由3部分组 

成：设计图纸和说明书的完成质量（约占50%）+学 

生答辩成绩（约占20%）+学生的主要知识点考核成 

绩（约占30%）。

上述教学方法的改革目的是缩短理论学习和 

工程实践的距离，学生在产品相关工艺的设计中有 

目的地学习掌握相关知识点，并加以运用。并通过 

对产品成形工艺设计的图纸和设计说明书完成质 

量的检查、工艺设计的答辩及主要知识点的考核， 

实现对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的考核。

新的教学方法实施后，参与的学生要具有一定 

的工艺设计能力，并扎实灵活地掌握所学专业知 

识.，在实际工作中的业务能力要有明显提高。

在上述教学方法改革中，如何保证学生独立完 

成工艺设计并认真学习掌握相关知识是关键，为此 

要保证学生之间所设计产品的差异性，并加强对学 

生平时的督查，定期与学生交流，要通过答辩检验 

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并通过理论知识的考 

核检验学生的掌握情况。对于总成绩不合格的学生 

按照考试不及格处理，需重新完成相应的考核环 

节，直至成绩达到要求。

1.2 实施方案

新的教学方法的实施方案如图1,该方案可简 

单描述为：学生首先对特定产品零件图进行工艺分 

析，然后授课教师列出完成该产品工艺设计所需专 

业知识体系，让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教材学 

习，在该学习过程中，授课教师可就主要的难点内 

容进行讲解，学生也可以就学习过程中存在难点与 

授课教师进行交流。学生在完成教材的初步学习 

后，进行产品的成形工艺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可以与指导教师进行交流，授课教师对学生

图1方案实施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的设计图纸和设计说明书进行审核评定，并围绕该 

产品的设计过程进行答辩，以考察学生的对专业知 

识的实际掌握程度。之后，以考试的形式考核学生的 

对主要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最后。综合考评学生的工 

艺设计质量、答辩情况和考试成绩，确定是否合格， 

不合格将重新从专业知识学习环节开始，直至考 

核合格。

2教学方法的应用

在2018-2019学年第二学期的材料成形工艺学 

的授课中，于62名选课学生中采用自愿报名的形 

式，共12名学生参加了新的教学方法的实验。按照 

新的教学方法的实施方案，该12名学生可以不参加 

课堂听课，而是结合老师布置的工艺设计等任务采 

取自学为主，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如果遇到疑难问题 

可以联系授课教师进行指导，最终学生要完成某零 

件的成形工艺设计,并以图纸的形式上交，最终结合 

答辩情况评定学生总成绩。

在方案实施过程中，给每一名参与新教学方法 

实验的学生分配了不同的零件图，学生要根据零件 

图完成其相应的成形工艺设计，并围绕工艺设计完 

成相关知识点的学习。以铸造工艺部分为例，在零件 

的铸造工艺设计过程中，学生需要完成铸件图、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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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图和铸造工艺装配图的设计，在每一张图的设 

计过程中，学生需要完成知识点的学习。

在铸造工艺设计中，图2显示了围绕每一种工 

艺图纸需要掌握的关联知识点，学生在完成图2中 

的工艺图纸过程中，系统地学习了铸造工艺的相关 

知识，并通过在工艺设计中运用相关知识，巩固了 

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掌握。

工艺设计 关联知识点

图2铸造工艺设计及关联知识点

Fig.2 Casting process design and related knowledge

以图3中某学生设计的离合器松离套筒支座 

的铸件图和铸造工艺图为例，图3(a)是在老师所提 

供的离合器松离套筒支座零件图基础上设计完成 

的，该铸件图反映出了设计者对铸件分型方案、机 

械加工余量和铸造公差、起模斜度、铸件圆角等工 

艺要素的设计和选择，图3(b)则反映出了设计者对 

砂芯、浇注系统等设计。学生在设计该图纸之前，通 

过自学明确设计过程所需要的知识点，并在该图的 

设计过程中，实现了对所学知识的运用。在学生设计 

工艺图和专业知识自学过程中，授课教师也经常与 

学生沟通交流，解决学生疑难问题。

3教学效果

在上述成形工艺设计过程中，学生是带着明确 

学习目标来完成相关工艺知识的学习的，即围绕相 

关工艺设计，明确自己学要掌握的知识点，在掌握相 

关知识点的前提下完成相关工艺设计。在该过程中，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在 

应用中学习，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知识掌握的灵活性。

为了检验该教学方法的授课效果，让参加实验 

的12名学生也参加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成绩的对 

比结果表明，参加实验学生的分数明显高于其他学 

生，期末试卷的解答情况表明，参加实验的学生对于 

专业知识的解答很灵活，表明他们充分理解了相关 

知识点。在随后的课程设计中，参加实验的学生更体 

现出了明显的优势，相比于其他学生，他们能高效地 

完成课程设计任务，并且设计质量明显好于其他学 

生。有理由相信参加实验的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实践 

中会有更好地表现。

Jioo

(a)铸件图 (b)铸造工艺图

图3离合器松离套筒支座铸件图和铸造工艺图

Fig.3 Casting and casting process drawings of the clutch release sleeve support

4结束语

改革材料成形工艺学的课程教学方式，探索一 

种基于工程实践的课程教学方法，该方法以产品成 

形工艺设计为目标，学生通过自学方式完成相关知 

识点的学习，并完成零件的成形工艺图纸的设计和 

相关知识点的考核。选取了部分学生作为新授课方 

法的实验对象，依据其实施方案，完成专业知识学 

习、成形工艺方案设计、专业知识考核等内容。新教 

学方法的实验效果表明，该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学生 

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巩固了学生对专 

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明显地改进了授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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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应用和体验；对于团队管理、协作和运维的重 

要性有更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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