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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专业课课堂教学改革实践初探 ①

魏坤霞，魏　伟，杜庆柏，胡　静
（常州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常州２１３１６４）

摘　要：在了解工科专业课特点的基础上，讨论提问法、参与法、讨论法、案例法等几种课堂教学方法，并在专业课中
进行多维度立体课堂教学方式，目的是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实现以学为主的“深度学习”。在实践中，应根据教学内

容来选择不同的课堂教学方法，做好充分的前期工作，并合理设计题目和开展方式，以提高学习兴趣，提升教学质量和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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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大学课堂以“教为主”广泛存在，且严重影
响了学习者的学习成效。变“教为主”为“学为主”的综合

型课堂教学模式在促进我国教育的进程中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探索则是推动教学模式

改革顺利实施，最终实现教学效能最大化的重要环节［１］。

工科专业课在工程人才培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

位，学好专业课是培养学生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重要

过程，是学生在毕业后的工作中应用最多的知识来源。

所以对工科专业课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更是迫在

眉睫。以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习兴趣为目标的教

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对国

家教育改革的推进。怎样才能在专业课课堂上实现以学

为主的“深度学习”？本文在结合专业课特点的基础上，

对专业课课堂教学方式进行了初步探索。

１　工科专业课的特点
（１）应用性强。和数学、物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不

同，工程专业课通常与工程应用紧密相关。

（２）抽象、难理解。工科专业课程通常具有概念多、
专业术语多及体系笼杂等特点。专业术语和概念用来表

述技术问题和科学原理，有其自身的准确性和严谨性。

但从教学上来看，其内容就显得抽象乏味。

（３）综合性强。专业课通常是各方面知识的综合运
用，所涉及的领域往往是多学科交叉形成的边缘科学。

（４）有较深的理论基础。专业课的原理经常要通过
数学、物理、化学等的理论推导来解释，而教材在介绍专

业理论知识时，多省略公式推导，仅叙述相应的工程背景

和应用条件。

（５）更新快。专业理论经常是在“建立理论模型－实
践中找证据－推翻重建”这样不断往复中发展的，专业认

知日新月异［２］。

２　专业课多维度立体课堂教学方式改革
“深度学习”是未来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向，课堂教学

方式为“深度学习”而服务，任何有利于提高学习主动性、

激发学习兴趣的教学方式都值得去实践和探索。我们以

多元维度（提问法、参与法、讨论法、案例法）作为切入点，

根据课堂特点、章节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模式。通过变

“教为主”为“学为主”的综合型课堂教学模式使教师和学

生产生深入互动，注重学生的主体性感受，实现“高效教

学”和“深度学习”。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习

兴趣为目标，构建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交互式沟通，有利于

培养学生主动思考及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目

前，课堂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是讲授法，是教师通过口头

语言向学生描绘情境、叙述事实、解释概念、论证原理和

阐明规律的教学方法。优点是在课堂上相对较短的时间

内获得大量的系统科学知识，缺点是会影响学生积极性

的发挥和忽视个别差异的存在。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不

是完全摈弃讲授法，而是其他教学方法有效地与之完美

结合，使各种教学方式互补地发挥各自的优势。

２．１　提问法
课堂提问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艺术，是师生课堂交

流活动之一。提高课堂提问的质量应该从几个方面考

虑：一是弄清提问的目的。不能为了提问而提问；二是问

题的设计。好的设计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或者

进行主动思考，而且问题中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学生发

挥；三是以什么方式提问。根据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在课

堂教学改革实践中设计了课堂中三个阶段的提问方式。

一是复习式提问。在课堂前５～１０分钟进行，目的是对上
次课重点内容的回忆、复习。大学生的专业课大多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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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４学时（２次课），如果学生只是上课听听，课下不复习，
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绝大部分内容会忘记，如果在课

堂前５～１０分钟设置提问环节，不仅可以促使学生自发复
习，还可以使上次课与本次课在内容上有衔接，有利于快

速进入本次课的内容情景。另外，为了使学生更有积极

性，可把回答问题的情况计入平时成绩中。这种方法在

金属固态相变专业课中实施，学生期末成绩有了较大幅

度提高。二是联系生活式提问。这种提问一般根据讲课

内容在讲课中进行，目的是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把理论

与生活常识相联系，使理论知识更丰满、不空洞。如在无

损检测课中，讲到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时，设置了与生

活密切联系的问题：天气晴朗时，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朝霞、晚霞为什么是红色的？汽车雾灯为什么是红色的？

这些问题一抛出，课堂立刻起了反应，那就是活泼和积极

思考。三是总结式提问。这种提问一般在本次课结束后

提出，目的是促使学生快速回忆本次课的重点内容并归

纳总结。这种方法符合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使学生对本

次课的内容有个梳理并牢固掌握本次课的知识点。课堂

小结传统做法都是老师来做，这样学生就失去自己总结

和梳理的机会，对知识的印象也就不那么深刻。

２．２　参与法
“参与法”是变“教为主”为“学为主”的重要手段。

本人在课堂教学中根据课程特点采用了两种参与方式。

一是参与教学式。这种方式就是角色互换，让学生体验

教师的角色，学生参与准备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同时

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如自学能力、总结能力、表达能

力、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等。在无损检测课程中以“射线

检测的物理基础”为准备内容，让学生参与教学：分组，３
～４人／组，每组设小组长１名；各组准备相应的内容，准
备时间１周；参与课堂教学，安排小组代表登台演讲，每
位代表演讲时间为１０～１５分钟；讨论，根据前面的内容说
出一种防护射线的手段及原因；师生互相质疑、讨论，教

师点评。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表现

欲，使学生感觉自己是舞台的主角，上课不再枯燥。二是

参与实验式。把小型实验带入课堂，不再让理论与实验

相分离，使学生学到某理论时可以现场体验真实情况与

书本理论之间的差异，激发学习的兴趣，加深对理论的理

解与记忆。金属固态相变课程中讲到各种组织的形貌，

教材中有组织形貌图片，这些图片是非常清晰最具代表

性的，但实际金属中的组织形貌不一定和教材中的图片

完全一致，另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景象与图片也有视觉

的不同。所以，在讲到这些内容时把小型显微镜和一些

样品带到课堂，让学生直接可以感受到真实金属材料组

织的形貌，学生的积极性非常高。

２．３　讨论法
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

行讨论以获取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能更好地发挥学生

的主动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口头表

达能力，促进学生灵活地运用知识。目的是让学生加深教

学内容中的难点、重点的理解和掌握，所以讨论题目的设

计非常重要，一般在教学内容中的难点、重点中开展。

在无损检测课程中，讲到几种常见界面上的声压、声

强、反射和透射的情况时，设置讨论题目：超声检测时探

头和工件间如不施加耦合剂，会出现什么情况？超声检

测能否探测钢的淬火部分与非淬火部分、普通钢的焊缝

和母材？根据问题展开分组（每组５人）讨论，讨论结束
后要求每位学生提交一份讨论报告。通过讨论报告可以

了解学生讨论情况，也就可以掌握学生对这一知识点是

否真正掌握，有利于老师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

２．４　案例法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 １９２０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

（Ｈａｒｖａｒ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所倡导，此种方式有助于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能力以及提高知识的应用能力。工学专业课

和实际工业、工程紧密相关，应引入具体的工程案例，让

学生扮演工程师的角色，参与案例分析和讨论，最终解决

案例中的实际问题。

在无损检测课程中，本人选择了案例“轴类加工工

序”，让学生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无损检测可以在哪个环

节用到？有什么好处？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学生把学到

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工程案例中，提高了学生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５　考核评价
传统教学中，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占２０％）和

期末考试成绩（８０％）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一般由考勤
和作业情况来定。为了激发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主

动性，在平时成绩中加入课堂参与分，使平时成绩由原来

的２０％增加到４０％，其中考勤和作业占１５％，课堂参与
占２５％。使学生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学，而是去参与、去
体会学习的快乐和收获。

３　结　语
多维度立体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实践，目的是提

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实现以学为主的“深度学习”。在

实践中有几点体会：

（１）不能强行绑架某种教学方式。工科专业课内容
多样，即使是同一门课针对不同专业偏重也有不同，所以

用哪种教学方式不是固定的，要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设计。

（２）做好充分的前期工作。前期的准备、选题、设计
直接影响教学效果，要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要做好充

分的前期工作。

（３）合理设计课堂参与方式、活动主题以及考核评
价。根据专业课程特点，灵活设计课堂参与方式、活动主

题以及考核评价，使学生真正融入课堂教学，体验参与学

习的过程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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