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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械工程材料》是模具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支撑课程。为了满足“双高计划”示范性本科

层次高职院校建设的要求，结合对“双高计划”实施目的和现实环境的思考，提出了以社会服务为导

向的模块化教学改革思路，设计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模块化教学模式，为“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

模具专业高素质工程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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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erials f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 a compulsory professional support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mold.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t the 

demonstrative undergraduate level under the “Double High Plan”,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urpose and realistic environment of the “Double High Pla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modular teaching reform oriented by social service, and designs a modular teaching mode centered on student 

development,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talents in 

mold 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uble High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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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家为了推进职业教育的发

展，启动了第一轮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

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即“双高计划”，这

一计划为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指明了方

向。许多高职院校立足学科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模式、学院内部治理等研究方

向，逐步推动深化改革。专业教师也从

教材、教法等角度出发，探索“双高”

背景下的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途径等。

《机械工程材料》是模具专业学生必修

的专业支撑课程。为了满足“双高计划”

示范性本科层次高职院校建设的要求，

适应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的增加，本文

以《机械工程材料》课程为例，结合对

“双高计划”实施目的和现实环境的思

考，提出了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模块化

教学改革思路，设计了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的模块化教学模式，为“双高计划”

建设背景下模具专业高素质工程人才的

培养提供借鉴和支撑。 

1 “双高”背景下的教学改革

方向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中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的 终目

的是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接科

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培养高素质劳

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关于如何培养技

术技能人才，“双高计划”中提到“引导

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

训”，“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

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标

准和教学内容，同时推进“互联网+职业

教育”，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

方法。 

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

2023年）》对于课程教学明确指出以学习

者为中心，针对生源多样化的特点，将

课程教学改革推向纵深，加强实践性教

学，融合企业评价标准，强化教学考核

评价。同时主动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要求，以“信息技术+”升级传统专业，

探索建设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职业教

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服务课程开发、

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 

对《机械工程材料》等传统专业课

程而言，在“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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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互联网+”改革教学方法，如“微

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探讨符

合行业或企业应用需求的课程改革方

案，调整课程标准、考核体系，对加强

专业建设和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具有推动

作用。 

2 课程教学现状及分析 

《机械工程材料》是模具专业学生

必修的专业支撑课程，主要教学任务是

使学生获得有关工程材料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知识；掌握常用材料成分－加工工

艺－组织－性能－应用间关系的一般规

律；熟悉常用工程材料工艺；具有根据

机械零件的服役条件合理选用工程材料

的初步能力；具有能够根据机械零件的

材料、性能要求制定相关的热处理工艺

的基本能力。工程材料基本知识的具备

是降低产品成本、发挥材料性能潜力和

开发新产品的知识储备。 

2.1课程内容及特点 

为了适应模具专业对该课程的教学

要求，《机械工程材料》课程内容丰富，

覆盖面广，涉及金属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特

点、纯金属的结晶、二元合金的相结构和

结晶、铁碳合金相图、金属的塑性变形加

工、钢的热处理、钢的合金化、表面技术、

金属材料、零件失效分析与选材原则、高

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等内容。

其课程内容及要求如表1所示。 

《机械工程材料》是一门实践性很

强的课程，需要学生具备综合分析和解

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培养学生实

践和创新精神的重要课程，因此该课程

的设置需要结合实训课程或实验教学课

程共同完成。 

2.2教学现状及分析 

目前考虑到学生尚未进行工厂实践

教学，无专业感性认识，加之学时有限，

学校暂不开设实验课。理论课程的教学

方法和手段也相对传统。教学以教师讲

解为主，适当安排学生课堂讨论。每章

都安排学生做一定量的习题（包括思考

题和书面作业）。这种课程教学方式存在

以下几个问题： 

2.2.1课程内容覆盖面广，信息量大 

《机械工程材料》内容涵盖机械、

材料、加工等方面，涉及多门学科，例

如材料力学。每一章除了相关基础理论

知识外，还涉及很多其他学科相关联的

术语，例如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等。因

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识记的内容繁

多，如果没有上过其他相关联的课程，

需要查阅补充的知识也极多，学习起来

较为吃力。 

2.2.2课程实验教学少 

这门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强的课程，

理论教授应结合实验操作或观察，例如

硬度测量、钢的平衡组织观察、铸铁组

织观察、钢的热处理等，有助于学生增

加感性认知。但目前考虑到学生尚未进

行工厂实践教学，加之学时有限，学校

暂不开设实验课或者取消实验课。这导

致学生对于某些应知应会的重难点理解

消化困难，只能被动听课，“死记硬背”，

逐渐失去学习自信，产生厌学情绪。 

2.2.3课程评价体系不科学 

由于课程以理论讲授为主要教学方

式，课程评价比较单一，以期末考试成

绩作为主要评价标准，将习题成绩作为

平时成绩。由于学时有限，练习讲解时

间也被压缩，习题理解不充分，使学生

在后续的学习应用中，无法发挥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更加缺乏学习的兴趣。 

3 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结合“双元制”

模式，采用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社会

服务为导向的模块化教学改革思路，设

计《机械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模式。 

3.1任务模块主导教学 

《机械工程材料》课程内容广泛，

理论和实践密切相关，且学时有限，因

此，有必要在教学内容上根据模具专业

的需求适当进行整合优化。突出与实际

生产相关联的内容，例如常用钢的性能

和牌号；零件材料的选择；热处理工艺

的安排等。重点掌握一些重要概念，例

如金属硬度、二元合金相图等。 

教学安排采取以任务引导思考，以

思考带动探索，在探索中获取知识的方

式。例如在讲金属材料选择时，课前提

表 1 《机械工程材料》课程内容及要求

序号 任务 知识内容及要求 技能内容及要求

1 绪论

了解材料和材料科学、金属材料的分类；了解金属材料

的应用和发展；了解本课程的地位、性质、任务与学习

方法。

学会金属材料分类。

2
金属材料的结

构与性能特点

金属及其特性；金属的晶体结构；实际金属的晶体结构；

金属材料力学性能；物理和化学性能；工艺性能

能分辨金属材料的各种晶体缺陷。

能测定金属材料的硬度、强度、塑性、

韧性等性能；会观察材料的金相组织。

3 纯金属的结晶
金属的结晶现象；结晶条件；晶核的形成及晶粒大小的

控制；铸锭、铸坯及焊缝结晶

能分析过冷度及冷却速度等主要因素

对金属凝固组织的影响。

4
二元合金的相

结构和结晶

二元匀晶相图、二元共晶相图、二元包晶相图、具有共

析反应的二元相图、杠杆定律

能够识别二元合金相图；灵活应用杠杆

定律。

5 铁碳合金相图
铁碳合金相图的主要特征点和特征线、钢的结晶过程、

白口铸铁的结晶过程、碳对铁碳合金组织性能的影响。

会绘制铁碳合金相图；对平衡结晶过程

会分析。

6
金属的塑性变

形加工

单晶体、多晶体、合金的塑性变形；冷塑性变形对组织

和性能的影响；回复与再结晶；金属的热加工；金属的

断裂。

能进行金属再结晶工艺设计。

7 钢的热处理
钢在加热和冷却时的转变；钢的退火与正火；钢的淬火

与回火；钢的表面热处理。

会制定钢的退火、正火、淬火、回火工

艺；会制定表面淬火和化学热处理工

艺。

8 钢的合金化
合金元素与铁、碳的作用，合金元素对铁碳合金的影响，

合金元素对钢热处理的影响
掌握合金元素对钢性能的影响

9 表面技术
点刷镀技术，热喷涂技术，气相沉积技术，激光表面改

性技术。
掌握表面改性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10 金属材料

掌握钢的分类及编号；了解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掌

握结构钢和工具钢的应用；了解特殊性能钢的应用。了

解铸铁的石墨化过程；掌握铸铁的特点及分类；了解灰

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蠕墨铸铁、合金铸铁的牌

号、组织和性能特点。

能够识别钢的分类和牌号；学会分析钢

材组织和性能之间的关系与应用。

11
零件失效分析

与选材原则

了解畸变失效，断裂失效，磨损失效，腐蚀失效；选材

的一般方法、选材的定量方法、齿轮和轴的选材

掌握典型零部件失效的原因，能根据零

件来选材。

12 高分子材料 了解塑料组成、分类，合成纤维、合成橡胶 高分子材料分类

13
陶瓷材料、

复合材料
了解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结构组成、分类 陶瓷材料、复合材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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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合理选择制模材料，是模具设计人

员的首要任务，一般对模具材料的基本

要求有哪些？”引发学生的思考，引导

学生利用互联网、图书馆等资源查阅信

息，获取答案。在课堂教学中，生生、

师生相互交流信息结果。通过这样的方

式，增加学生的参与度，提高学生对具

体问题的分析、思考和解决的能力。 

3.2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并开

设综合性实验 

计算机无法代替实验，但是对理论

讲解有较强的补充作用，随着VR技术的

进步，在教学过程中不仅可以增加图

文、视频讲解，或者利用网络教学资源

补充死板的课本知识讲解，也可以利用

虚拟现实技术使大量生涩的知识变得

生动直观。 

实验环节是《机械工程材料》课程必

不可少的部分。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学

时，可以把硬度测量的实验和热处理实验

相结合。先由学生分组，每组学生选择不

同的材料和硬度，安排不同的热处理工

艺，再由学生讨论设计实验过程。然后在

课堂上进行实验，通过查阅的资料和课本

知识，由学生对比、分析、判断自己所设

计的热处理工艺实验是否完备，不足之处

在哪里。这样的实验环节能进一步培养学

生处理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 

3.3引导学生讲授及互评 

对于理论性较强的章节，可以安排

学生讲解。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分配

教学内容至各组，学生自行精炼知识内

容、设计课件，并上讲台进行讲授。随

后，教师对讲授内容的重难点进行补充。

这样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

习的积极性，也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

和组织协调能力。学生讲授部分也将作

为成绩的一部分，每次讲授完成后，由

其余小组与老师共同评分，根据课件制

作效果、讲授效果、小组互助情况给出

分数。 

4 结束语 

为了达到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

求，针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教师要不断钻研实践课程改革途径，分

析、总结经验，找出其中的不足，提出

对应的措施， 终实现符合现代化经济

体系需求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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