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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教学中的识记方法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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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记忆包括识记、保持、再认或回忆三个基本环节，其中识记是记忆的首要环节，在记忆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金工教学中运用歌谣法、缩略法、联想法、比较法、符号法和提网法等识记方法，可帮助学生识记，提高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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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告诉人们，记忆是人脑对经历过的事物的反映，它包括识记［１］、保持、再认或回忆三个基本

环节，其中识记是记忆的首要环节。没有识记，就谈不上知识的保持和回忆了。可见识记在记忆过程中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金属工艺学（简称“金工”）课程基本概念多，内容零散，逻辑性不强，学生学习起

来感到枯燥无味，难于理解，也不好记忆。因此，帮助学生识记对于提高教学效果非常重要。本文介绍

金工教学中使用的几种主要识记方法，包括歌谣法、缩略法、联想法、比较法、符号法和提网法等。

１　歌谣法
歌谣法［２］把彼此很少联系或只有孤立联系的内容，编拟成适当的歌谣，使材料合辙压韵，诵读

上口。

例如，概括灰口铸铁的成分、组织、性能和用途特点，可编拟歌谣：“铸铁碳硅多，钢基加石墨。石墨

似空穴，减振又耐磨。抗压不抗拉，适宜做底座。宜铸且价廉，应用较普遍。”既增加了内容的趣味性，

又易于吟诵记取。歌谣中“钢基加石墨”是说铸铁的组织可看作是钢的基体上分布着石墨，“宜铸”是说

铸铁适宜铸造，不能锻造。

再如，高速钢因合金元素含量较多，因而其淬火、回火工艺与普通材料相比有着很大不同，可用歌谣

概括为：“淬火预热防变形，高温提高红硬性，三次回火除残奥，伍佰陆拾硬度佳。”歌谣中“淬火预热防

变形”是说高速钢的淬火加热升温过程需有２～３次停顿，这样可防止由于连续升温造成内外温差过
大，带来过大的热应力，从而减少变形和开裂。“高温提高红硬性”是说高速钢的淬火加热到１２７０～
１２８０℃的高温是为了提高工具的红硬性，这样保证工具能在高速切削高温下使用。“三次回火除残
奥”是说高速钢淬火后，需经３次回火，以消除残余奥氏体，“伍佰陆拾硬度佳”是说回火加热到５５０～
５７０℃硬度最合适。

同样，歌谣法用于记取简化的Ｆｅ－Ｆｅ３Ｃ状态图的构成以及热处理中退火、正火、淬火、回火诸操作
的不同点等亦颇具成效，这里不一一列举。

２　缩略法
缩略法［３］是从需要识记的材料中找出关键性或概括性的字眼，作为记忆的提示，以点带面，便于

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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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讲述合金结构钢时，将其碳质量分数（即含碳量）和用途缩略为“低渗碳，中调质，高弹簧”

这样的结构。其意思是：低碳的属于渗碳钢，通常采用“渗碳＋淬火 ＋低温回火”的热处理工艺，使其具
有“外硬内韧”的性能，用于承受较大冲击和摩擦的零件；中碳的属于调质钢，可通过调质处理，获得良

好的综合力学性能，用于轴、齿轮等零件；高碳的则属于弹簧钢，可经淬火和中温回火处理，获得弹簧所

要求的力学性能。

对于识记铸件结构设计如何符合工艺要求，可以把它概括为“三壁三少”。即在金属铸件性能方面

应满足三壁：铸件的壁厚宜薄，且均匀；壁的连接应圆角过渡；壁的设计形状应降低内应力。从简化铸造

工艺过程方面应力求三少：少用型芯，少用活块，减少分型面。

上述两例可以说是概括缩略，记住从材料中提炼出来的缩略语，引起对材料内容的全面再现。缩略

法中还有一种提示缩略，如奥氏体向马氏体转变有四个特点：ｌ）在Ｍｓ～Ｍｆ之间温度连续下降时发生转
变；２）转变开始温度决定于奥氏体的化学成分；３）转变时有很大的内应力产生；４）转变最后总有少量残
余奥氏体。将每一特点的关键性字眼减略出来，得“温（降）、成（分）、应（力）、残（留）”。让学生记住

“温、成、应、残”这四个提示字眼，即容易再现前述内容。

３　联想法
在教学内容中，有很多相互联系极少的材料，可建立一个人为的联系（或称人为的联想），即将需要

记取的内容与某一事件联系起来，通过对事件的记忆来实现对知识的记忆，这就是联想法［４－５］。

例如，记取金属切削机床牌号及其含义即可用联想法。现以车床牌号ＣＷ６１４０Ａ为例，机床牌号中
的Ｃ为类别，Ｗ为特性，６为组别，１为型别，４０为主参数，Ａ为改进顺序。将各符号含义的第一个字抽
出，得到“类、特、组、型、主、改”，再将其中某些字代之以谐音字，就变为“累、特、阻、行、主、改”。这６个
字虽彼此没有联系。但可以编成一个短小的故事，赋予一定的人为意义：某旅游集体，玩了一天，感到累

得特别厉害，在返回途中又遇交通堵塞，阻止车的行进，于是司机主张改道而行。这样就使对机床牌号

的机械记忆变得容易、灵活，且富有趣味。

再如，前述缩略法中提到的关于奥氏体向马氏体转变的４个特点，经缩略后为“温（降）、成（分）、应
（力）、残（留）”，在此进一步利用谐音并使用联想法：即文（对应“温”）成公主的鹰（对应“应”）残了，记

忆起来就更加容易了。

运用联想法时，联想的事件越离奇，越有助于提高记忆效果。

４　比较法
有比较才有鉴别。将同类材料集中起来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它们的规律性。例如，合金结构钢包括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合金渗碳钢、合金调质钢、合金弹簧钢、滚动轴承钢、高锰耐磨钢等多种，要孤立记

忆每种钢比较困难，但可按常用钢号、热处理、性能及用途等栏目，将各种钢集中到一张表里进行比较

（见表１）。同样，对机床夹具三爪卡盘和四爪卡盘的区别，亦可按卡盘类型、工作原理、夹紧力、适用表
面、定心方式等栏目列表比较。在列表过程经过分项整理，使知识条理化，因而记得牢固。

５　符号法
符号法把相互关联的一组材料，从文字叙述代之以符号，借助简洁直观的符号来强化记忆。如对铁

碳合金基本组织的关系，根据α－Ｆｅ或γ－Ｆｅ分别与碳（Ｃ）组合得到铁素体（Ｆ）和奥氏体（Ａ），而铁素
体和奥氏体分别与渗碳体（Ｆｅ３Ｃ）组合则得到珠光体（Ｐ）和莱氏体（Ｌｄ），这一转变关系的文字叙述，可
用图１所示的符号表示，形象地反映出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使问题化繁为简，便于记忆。

α－铁
γ－ }铁 ＋Ｃ{ＦＡ＋Ｆｅ３Ｃ Ｐ

Ｌ{ ｄ

图１　铁碳合金各组织之间关系的符号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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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合金钢结构的常用钢号、热处理、性能及用途

钢种 常用钢号 热处理 性能 主要用途

低合金高强

度结构钢
Ｑ３４５

大多在热轧后经退火或正

火供应，使用时一般不再

进行热处理

具有高的强度，良好的塑性、韧性，

良好的焊接性、耐蚀性和冷成形

性，低的韧脆转变温度

广泛用于桥梁、车辆、船舶、锅

炉、高压容器和输油管等

合金渗碳钢
２０Ｃｒ

２０ＣｒＭｎＴｉ
渗碳＋淬火＋低温回火 外硬内韧

承受较大冲击和摩擦的零件，

如汽车、拖拉机中的变速齿轮

合金调质钢
４０Ｃｒ
３５ＣｒＭｏ

调质 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 减速器传动轴、齿轮等

合金弹簧钢
６０Ｓｉ２Ｍｎ
５０ＣｒＶＡ

淬火＋中温回火 高弹性 弹簧，如汽车板簧

滚动轴承钢 ＧＣｒ１５ 淬火＋低温回火 高硬度、高耐磨性 滚动轴承的内、外圈及滚动体

高锰耐磨钢 ＺＧＭｎ１３ 水韧处理
在剧烈冲击或较大压力下，具有高

的耐磨性

工作时受到剧烈的冲击或较

大压力作用、摩擦磨损严重的

零件，如坦克或拖拉机履带板

又如，气焊与气割所用减压器的工作原理，其文字描述是：当低压室气体输出量（Ｖ出）增大，低压室
气体压力（Ｐ）降低，活门的开启程度（ｈ）逐步增大，则流入低压室气体量（Ｖ入）增加，从而使低压室的压
力又逐渐恢复正常。这段关于减压器中使气体压力和流量保持稳定的描述代之以符号加以记取非常简

便：Ｖ出↑→Ｐ↓→ｈ↑→Ｖ入↑→Ｐ↑。这里增大、增加、提高、上升等词汇用符号“↑”表示，变小、减少、
降低、下降等词汇用符号“↓”表示。

６　提网法
对于某一篇章的内容，可从中找出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象用线一样把知识串联起来，使其条理

化［２］。知识之间有纵的联系，也有横的联系，要善于把知识编织成网，网有纲目，举纲则目张。例如，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研讨金属及合金成分、组织与性能的关系，以及用热处理的方法来改善金属与合

图２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的“一个
核心两条线”

金的性能。根据内因与外因的观点，内因是材料的成分，故改变成分

就出现一条材料的成分、组织、性能的相应规律，而外因则是热处理

工艺，改变热处理工艺，就出现另一条材料的工艺、组织、性能的相应

规律。这两条线贯穿于全篇内容，而联系这两条线的是材料的组织，

它是全篇的核心。于是这篇内容可归纳为“一个核心两条线”，如图

２所示。这样，运用提网的方法整理和规纳知识，就可以把握知识间
的框架，便于复习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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