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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工科范式下，为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我校加强了对工科专业实践类课程的教学要求。在金属材

料专业的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学生除了需要掌握基础的金

属材料专业知识外，还应具备开发新材料、新工艺的创新

思维，良好的实操动手能力以及初步应用专业理论知识实

际生产问题等综合技能，以确保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快速

胜任金属材料制造行业的岗位工作 [1]。

对于高年级的本科生而言，已学习了大量专业理论课

程。由于这些理论课程涉及的知识点多而分散，且内容比

较抽象，容易使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出现理解不深刻、

消化吸收困难、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结合一些与金属材

料专业生产相关的企业见习性质的教学内容，构建理论知

识与社会生产服务之间的桥梁，既可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认识，又能训练学生尝试运用理论知识，

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综合能力。金属材料方专业主要的实

践类课程占据的课时长达 1~2 个月，但受近年来新冠疫情

的影响，学生无法前往校外企业进行长时间的参观学习，

故需要对金属材料专业的实践类课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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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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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整 [2]。

现已《企业岗位实践》课程为例，尝试以传统的线下

企业实习方式为主，结合部分线上生产教学内容的设计，为

专业实践课程的教学提供一种新模式。

2 企业见习内容设计
珠三角的制造业以轻工业较为发达，尤其在 3C 电子产

品、建筑型材、家电、汽车、通讯设备等行业，具有较大的

生产规模和较高的发展水平。对铝合金、镁合金、铜合金等

有色金属材料需求旺盛，已成立了大量有关金属材料铸造、

塑性成形、表面处理等工艺的各类中小型企业，为金属材料

专业本科生的实践教学，提供了大量的可选择条件和机会。

为了让学生尽可能加深对理论知识的认知，了解金属材料在

社会发展的作用，熟悉金属材料制造工艺流程和质量管理过

程等，需要对企业参观见习的内容进行合理设计。专业相关

的见习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①材料成型工艺，如铝合金传统的重力铸造、压力铸造、

挤压，半固态成形等。

②金属表面处理工艺，如电镀、化学转化、阳极氧化、

微弧氧化等工艺。

③新材料和新工艺，如纳米导电材料、导热电子材料、

水性涂料、生物医用材料、胶粘剂等。

主要指导教师带领学生前往学校周边与金属材料相关

的知名制造企业，如东莞宜安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高标科技

有限公司、东莞市龙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进行生产现场

的参观学习。通过与企业技术人员进行交流，了解金属材料

生产加工方面涉及的技术原理、工艺流程、品质检测设备等。

让学生对产业发现现状、产品制造工艺流程和品质管控等知

识形成直观的认识，认识行业发展现状、发展趋势、实际生

产问题等，启发学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分析产业问题，并尝

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最终，提升本科生在工程实践、质

量管理、技术开发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培养社会责任感和职

业道德情操。

3 线上教学内容设计
课程的线上教学选用本校学生熟悉的优学院 APP 为平

台。通过充分利用优学院平台的功能和界面特征，对在线教

学内容进行合理设置。选用的视频内容、网页资料等和金属

材料领域的生产技术原理、工艺特征、工艺流程、品质管控

和产品应用场景等知识密切相关。在线视频的内容主要为学

生在周边企业的线下实习过程中，均难以接触但却代表了金

属材料领域最先进的企业和发展最前沿的生产技术。其中，

先进的制造技术包括原子气相沉积、冷喷涂、3D 打印、激

光技术等。先进的制造企业和产品包括特斯拉的新能源汽

车、上海船舶厂的 LNG 船、通用的航空发动机、空客的 3D

打印零部件、台积电的芯片加工、富士康的笔记本和手机制

造等。通过对这些先进技术、设备的原理、应用场合等介绍，

进一步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有更全面地

认识，了解行业技术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

4 实践内容的实施与评价

对线下和线上的教学内容、学时分配等进行合理安排。

通过敦促学生认真开展实习工作，从多个方面衡量学生的

学习效果。根据课程大纲确定实践成绩的评定标准。其中，

线下企业参观学习成绩占比为 20%，依照出勤、笔记内容、

交流互动等表现进行评分；线上学习成占比为 20%，依照

学习完成时间、完成量等进行评分；实习报告成绩占比为

50%，依据报告的内容和质量进行评分。

5 教学感想
在新形势下，以《企业岗位实践》课程为例，对金属

材料专业的实践类课程的教学进行了新设计，在基于企业现

场参观学习为主的前提下，结合优学院平台的视频课程学

习，促使传统实践学习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线下实习过程中，指导教师们提前联系了与专业相

关的制造企业供学生参观学习，但由于学生在各企业现场的

见习时间较短，导致他们与企业工程师、生产技术人员等的

交流不够充分，对各知名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专业知识等

认识仍不够深刻。此外，这些制造型企业的规模较小，使用

的生产技术整体较为传统，不利于了解最先进、最前沿的产

业技术和行业发展趋势。但大多数学生能够认真配合指导教

师的任务安排，通过数周的见习，学生对专业相关的一些生

产工艺、产品特性、企业文化等内容形成了基本的认识，对

今后从事的工作内容有了基本了解。但学校周边能够接纳学

生前往生产现场进行参观学习的企业的制造水平和数量有

限，借助线上有关中国和其他国家行业龙头的生产工艺视频

等内容的学习，可以大大拓展学生的视野，了解最前沿、最

先进的专业技术，启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并对专业相关的领

域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6 结语
这种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实习模式，整体效果较好，

学生对金属材料专业的生产活动产生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

认识和了解，可基本达到实践课程的教学目的。学生通过多

方位的实践学习，可以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应用有机

结合起来，让抽象的知识变得具体化，更好地消化吸收所学

知识。但今后将进一步明确实践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带

学生去企业现场开展更具体、更系统的岗位实践。此外，线

上实践教学较为抽象，如何提高线上实践教学的效果，也需

要进行更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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