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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发展对材料人才的需求转变，高等院校关于材料学科的相关教学必然要不断改革实践。针对材料表面与界面

课程教学难度和现状，探索了材料表界面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提出以教师为媒介，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

用的针对性改革方案。重视多媒体作用、课程教学与课堂习题协调促进，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改善教学效果。通过教学实践，

切实提升了课程教学效果，对社会发展和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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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ing dema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for materials talents, the related teaching of materials disciplin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be reformed and practiced continuously.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difficult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material surface and interface course,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 surface and interface course are explored. It puts 

forward a targeted reform plan with teachers as the media, students as the center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students, pays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multimedia, the coord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course teaching and classroom exercises,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teaching effect. Through teaching practic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is effectively improved, which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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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新技术革命中，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是三大前沿科学，材料表界面对材料整体性能具有决定性影

响，材料的腐蚀、老化、硬化、破坏、印刷等，无不与材料的表界面密切有关，材料的表界面在材料科学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
[1]
。材料表面与界面是指材料与外界接触的表面或与其他材料区分的界面，材料的表界面在材料科学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是各类材料在实际应用中必须涉及的共性问题，是工科院校重要的专业课，对工科学生的课程学习起着承上

启下的作用，不论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建筑、机械工程或者矿业工程等领域都有重要应用。材料表面与界面课程

是工科学生较早接触的与工程有密切联系的专业课之一，如何对本课程进行合理有效的掌握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深

入学习有直接影响。 

1 教学现状 

我们学校材料学院的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系，使用华东理工大学胡福增教授主编的《材料表面与界面》（ISBN：

978-7-5628-2198-4）。目前，本课程仍以理论讲授为主，学生进行课后作业练习与巩固来掌握该课程所需必要知识，

考核方式为平时成绩结合期末小论文成绩组成。材料表界面主要讲述复合材料、金属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表界面，辅

以少量陶瓷、玻璃和水泥的表界面，虽经是基础的表界面课程，但是与无机非金属材料联系的不够紧密，缺乏系统性，

对于无机非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来讲显得针对性不强。虽然化学工业出版社、中国标准出版社等单位相继出版了

教材，但是也不太系统。因此，迫切需要完善适用于无机非金属专业材料表界面课程的内容。 

此外，材料表界面课程在教授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从学生方面来看，由于材料表界面课程概念和公式较多，学

生学习难度较大。从教师角度来看，教学内容与专业需求契合的不紧密，教学方法单一，课堂趣味性不足，课堂气氛

不活跃。老师在教学过程更倾向于“教”，教师课前精心准备授课内容，课中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课程讲授当中，

学生多数还是被动接受，缺乏自主性。教师与学生的交互不够，沟通不顺畅。教师与学生基本都是在课堂上才能见面

进行沟通，虽然课前课后使用相关通讯工具可以进行交流，但是由于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真正找老师沟通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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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由于不了解学生的需求，无法准确的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这种双向沟通的不畅通，导致学生随时随地学习仍然

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在此过程中，教师专注于知识的传播，不能时时掌握学生的上课状态，精神面貌，所以容易

忽视学生的知识点接受情况。 

2 改进策略 

由于学科发展、侧重点差异和课程设置区别，特别是近年来各个高校压缩教学课时，因此本课程中所有章节并非

全部进行讲授，可根据需要进行删减或者自学。有的章节很重要，对学生的教学和科研有帮助，如电解与极化作用以

及可逆电池的电动势及其应用是目前新能源领域和电化学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化学动力学和表面物理化学章节是化

工、催化等研究必不可少的专业基础知识。也可以列举与无机非金属材料相似的例子，例如在陶瓷材料中，除了常见

的气敏陶瓷和压敏陶瓷，还可以讲述应用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上用作电子探头的硼化物、以及硬度很好的用作刀具和磨

具的氮化物等，以及硅化物、碳化物等纳米化过程中的表界面性能。通过以上讲述，不仅可开阔学生的眼界，而且可

培养学生主动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1 优化教学内容，创新课程教学方法 

在材料表面与界面教学过程中，以创新的教学模式，带动新型人才的成长。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弱化理论推

导，增加科技和生活的实例
[2,3]

。改抽象化为形象化，理论化为科普化，使学生感受到材料表界面的鲜活有趣，体会到

材料对人类社会的强大推动。讲授过程中，老师推送预习课件和在线测试题，并通过学习通发布学习任务。以任务为

牵引，要求学生完成课件自学、视频观看、课前讨论、查阅资料等。通过预习、思考和讨论，学生已经掌握必要的基

础知识，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将各自的意见经过互相碰撞，进而产生新的观点，从而加深对课程的认识。同时，完善材

料表面与界面的课程内容，与本学科关于材料表面与界面的最新研究进展相结合，在材料表面与界面常规内容的基础

上，添加各种无机非金属材料表面与界面的最新研究进展，例如将高技术陶瓷材料的概念、制备方法、表界面特征、

在极端情况下的作用等最新的研究内容引入课程之中，将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使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不断提高他们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2.2 注重学科交叉，实现共同促进 

当今，各学科的发展使得学科之间界面更加模糊，相互之间联系也更加紧密。材料表面与界面中的很多内容是其

他课程的基础，因此要密切联系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等学科知识。了解材料表界面的发展趋势和技术进展，

将新出现的高新技术以及国家科技计划等引入到材料表界面教学中，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加重视该

学科学习。如在讲授“相平衡”章节时，涉及到蒸馏、精馏知识，这些知识在化工原理课程有着更详细的讲述。同时，

教师应列举精馏过程产品实例，如汽车用的汽油，铺设道路的沥青等。这样学生对该部分内容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

更加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在讲述这部分内容时，要联系平常使用的洗衣粉、香皂等产品，这样学生对表面张力、接

触角、润湿作用等概念时，不会感到很抽象。 

2.3 挖掘多媒体功能，介绍最新科技进展 

多媒体以更直观、生动、形象的特点在高校教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4]
。但需要注意的是，PPT 教学中在短时间内讲

述了大量的知识。从学生角度看，这么短时间接受大量的知识，特别是难懂的、抽象的概念，一时很难理解，再加上

由于地域差异，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生学习和接受能力有所差别，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此适当的结合板书，可以

减缓教学进度，使学生有一定时间去理解这些知识。另外，可以借助视频、录像等方式向学生进行讲述相关的高新技

术，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能够尽快进入学习状态。如利用多媒体介绍新能源发展概况以及锂电池、质

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等，为国家发展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 

3 结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新材料、新技术奔涌而来。作为高等院校，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必须与时俱进，深化教学改革与实践，培养出时代需要的人才。本文通过分析材料表界面课程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

及改进策略，在学校大力推动教学改革的契机下探索教学改革，实施新的教学方法，使材料表界面课程教学改革取得

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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