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第 2 卷 第 4 期 

34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基于 OBE理念的材料工程基础课程的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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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围绕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以《材料工程基础》课程为例，从教学内容的合理优化和整合、激发

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活动的开展，提高了课程教学效果，对培养能适应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的

高级专业应用型人才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培养目标；材料工程基础；教学实践 

DOI：10.33142/fme.v2i4.5173  中图分类号：G642;C8-4  文献标识码：A 

 

Teaching Practice of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Based on OBE Concept 

SUN Yaxin*, ZHANG Yue, MA Yangzhou, XIA Ailin, LI Junzhe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Anhui, 243002,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taking the course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im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from th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stimulate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nd develop the online-offline mixed 

teaching activities. The above approaches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senior professional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ho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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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工科”，“OBE 工程认证”和“一流课程与专业建设”等重大战略背景下，安徽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以“理工结合”为专业特色、以“厚基础、宽口径、重能力、求创新”为人才培养特色，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规范、

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能适应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要求的高级专业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培养目标。课堂

教学是实现培养目标的第一步，工程教育认证使“提高教学质量”有了明确的参照标准。尤其，2019 年，《教育部关于

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中指出：“课程目标坚持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

力和高级思维。课程内容强调广度和深度，突破习惯性认知模式，培养学生深度分析、大胆质疑、勇于创新的精神和

能力。” 

《材料工程基础》课程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对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

知识体系的构建有重要的主导作用。《材料工程基础》课程是本专业学生接触专业课学习的早期课程之一，因此教学质

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专业信心和今后的自我发展方向，是培养目标达成的有力支撑。为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效果，

针对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材料工程基础》课程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2 教学策略 

2.1 基于“以学生学习结果”的标准，优化和整合教学内容 

目前全国各高校的材料专业开设的《材料工程基础》课程，根据自身的办学特点及培养目标在授课内容方面差异

非常大
[1-3]

。根据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背景和特色，《材料工程基础》课程着眼于如何控制材料内部组织，充

分挖掘材料潜力的理论联系工程实际的课程。综合培养学生具有解决工程实践中关于如何选材，制定具体零件的工艺

路线，工艺方法，正确使用材料等问题的能力。《材料工程基础》课程知识点多，综合性强，学时少(32 学时)，缺少合

适的教材。本课程教学中，紧紧围绕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方向，以工程认证专业的成果导向

(OBE)教育理念，进行教学内容的优化和整合。组织教学中，以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引真编写的《材料工程基

础》(ISBN:978-7-5636-4320-2)和机械工业出版社毕大森编写的《材料工程基础》(ISBN:978-7-1113-2150-7)为参考

教材，编写了适合我校实际的教学讲义。在教学内容上，对钢铁冶金，金属液态成形，金属塑性成形及金属材料的焊

接等章节进行了概述性讲解和学习。对金属材料热处理时的组织转变及相关工艺方法进行了详尽讲解和学习。经过教

学内容的设计，对应工程认证的毕业要求和指标点，实现本课程的 5 个教学目标，分别是目标 1：掌握铸造、金属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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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及焊接等成材加工技术及其对材料质量的影响；目标 2：熟练掌握固态相变原理、热处理工艺技术对材料性能的改

变；目标 3：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控制产品质量及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目标 4：能够运用专业知识识别材料的组织与缺陷，

分析解决产品出现的质量和失效问题；目标 5：培养诚实守信、树立正确价值观、自主学习能力、思辨能力、创新意识

和团队合作意识，以及职业素养方面的安全、环保和质量意识。 

2.2 以实习实训和工程项目为载体，激发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 

现代化教育背景下，自主探究式学习是课堂教学的主导。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致力于解决复杂材料工程问题，并

将有效的工程技术应用在实际的工程当中。本专业的一部分《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是在中国宝武集团马钢分公

司进行和完成的。其中《认识实习》是开设在《材料工程基础》课程之前。通过认识实习，加深学生对材料生产工艺

流程、生产设备、检测以及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了解
[4]
，尤其是通过对实际生产中遇到的复杂工程问题，激发了学生的求

知欲，专业责任感和自豪感，进而增强了学习兴趣。在紧接着的《材料工程基础》课程中，通过实际工程案例，能运

用所学理论知识识别工程项目中材料的组织与缺陷，分析解决产品出现的质量和失效问题，进而提出自己的改进方案，

并能论证方案的可行性以及对环境、安全等方面的影响。配合本课程，开设了大综合实验，从实验选材，实验方案的

创新设计到结果分析与总结都是自主独立完成。综合实验的开设有效的将本课程繁杂的知识点有机的结合起来。学生

还自发组成团队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挑战杯项目，积极参与各级别的金相技能大赛并取得佳绩。通过这种自主

探究式学习后，强化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训练，以及综合素质、

创新能力和工程意识的培养
[5]
。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强调解决材料科学问题和工程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拓宽学生的

知识面，提高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2.3 基于 OBE理念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活动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将线上 MOOC 与线下传统课堂相结合，既能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又使学生

由被动学习变为自主学习。线上模式主要开展的内容包括，课前在线上推送学习资料，如优质 MOOC 资源，微课资源，

课件，参考资料等，并布置思考题。学生课前根据下发的任务点进行自主学习。任务点的设置由浅入深，着重于对基

本概念的掌握和理解。课堂上，教师根据任务点完成情况，答疑解惑，重难点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对思考题进行课

堂讨论。为鼓励大家参与讨论，同步在课程群里允许匿名发言，提高了课堂活跃度。课后在线上布置作业和单元测试，

并开展学生之间互评。依靠网络教学平台强大的学习流程管理与互动功能，可使教师及时了解学情，学生之间通过互

评发现自身的不足，进而起到了提高和巩固教学效果的作用。 

3 课程考核方式的设计 

在 OBE 理念的指导下，材料工程基础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多元化的综合评价机制。其中，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50%，重点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团结协作和沟通能力，工程创新意识，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规范等方

面。这部分主要通过课程实验完成情况，课堂讨论，阶段测试，作业和任务点完成情况体现。期末闭卷考试占总评成

绩的 50%，重点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能根据材料的组织-性能之间的关系，

对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设计出合理的有效的工艺路线进行改进。 

4 结语 

立足于 OBE 理念，围绕达到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的培养目标，对材料工程基础的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活动和考

核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经过对两届学生的实践教学，教学效果良好。学生普遍认为自身综合能力得到了提高，同

时也明确了专业方向，坚定了专业信心，肩负起专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19jyxm0156）；安徽省教育厅省级重大教改项目，依托高峰学科，建设适

应长三角地区产业需求的新材料国家一流专业（2020jyxm0230）；安徽工业大学精品线下开放课程（2019）：材料工程

基础[料]；安徽省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20jyxm0242）；安徽工业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2020jy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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