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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在本科竞赛和教学中的探索实践

王拓

新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作为一项专业技能竞赛，在中国已逐渐发展成为培养材料科学领域人才、推动教

学改革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论文通过对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的探索实践进行深入分析，详细阐述了赛事的筹

备组织、竞赛内容与形式的创新、学生培训与指导以及竞赛实施与评估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探讨了金相技能大赛

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推动课程体系与教学改革以及丰富校园文化与学术氛围等方面的成效与

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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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metallographic skills competition, as a professional skill competition,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materials science, promoting teaching reform and 
academic exchanges domestically.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Xinjiang 
University Metallographic Skills Competition, detailing the prepar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innovation 
in competition content and format, student training and guidance,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competition. Further exploration was conducted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f the metallographic skills 
competition in improv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promot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and enriching campus culture and academic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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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以其独特的竞技形式和严谨

的评价标准，在材料科学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它不仅是对

学生专业技能的一次大检阅，更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提升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重要途径。新疆大学在金相技能

大赛方面的积极探索与实践为培养高素质材料科学人才、营

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概述

2.1 赛事定义与特点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是一项聚焦于金属材料显微

组织分析与评价的专业技能竞赛。它要求参赛者运用所学金

相学知识，结合实践操作技能，对金属材料的微观结构进行

精确的观察、分析与解释。这一赛事不仅考验着学生的专业

知识掌握程度，更对其动手能力、创新思维以及问题解决能

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技术性强，赛事核心在于金相制备与显微组织分析技术，

这些技术涉及化学试剂使用、机械操作、图像处理等多个领

域，对参赛者的专业技能有着严格的要求 [1]。二是实践性强，

与理论考试不同，金相技能大赛更注重实践操作。参赛者需

亲自动手完成样品制备、显微观察、数据分析等全过程，这

种“学中做、做中学”的模式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三是团队合作，在多数金相技能大赛中，参赛者往往以团队

形式参赛。这不仅考验着每位队员的个人能力，更要求团队

成员之间具备良好的沟通与协作能力，共同应对挑战、解决

问题。四是创新导向，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金相分析技术

也在不断创新发展。金相技能大赛鼓励参赛者运用新技术、

新方法进行探索与研究，培养其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

2.2 发展现状
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已成为材料科学领域的一项

重要赛事，吸引了众多高校、研究机构及企业的广泛关注与

参与。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创新创业

教育的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并积极参与金

相技能大赛。自 2012 年创办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 13 届。

该赛事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

更促进了高校之间在材料科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金相

技能大赛在赛事组织、评判标准、技术创新等方面也不断完

善与提升，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竞赛体系 [2]。该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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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推动金相分析技术发展、培养优秀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3 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的探索实践

3.1 新疆大学参与情况
新疆大学自 2021 年成功举办第一届新疆大学金相技能

大赛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 4 届。参与度从最初的三个学院

44 名学生到现在十三个学院 97 名学生参赛，四年间总共有

311 名学生参与比赛，有 12 名学生获得了全国三等奖，5 名

学生获得了省赛一等奖，形成了质的飞跃。同时，新疆大学

还积极筹备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新疆大学生金相

技能大赛，分别获得了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徕卡杯”全国

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的优秀组织奖。

3.2 竞赛内容与形式创新
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的竞赛内容紧密围绕材料科学

与工程的核心知识点，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除了传

统的金相组织观察与分析外，还增设了材料制备工艺设计、

性能测试与评价等环节，旨在全面考查学生的专业知识、实

验技能和创新能力。在竞赛形式上，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

紧跟时代步伐，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的全新模式。线上平台

用于发布赛事信息、提交作品、远程评审等，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和参与度。线下则通过现场操作、实物展示、专家点

评等方式增强了竞赛的直观性和互动性。

3.3 学生培训与指导
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的培训和指导工作是新疆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项重点工作。学院为此成立了专门

的指导团队，由资深教授和实验技术人员组成。他们根据金

相制备的基本原理和技术要求，结合历年的竞赛题目和评分

标准，制定了详尽的培训计划。在培训过程中指导团队不仅

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实践操作的规范性。学生们

在导师的指导下亲手操作金相显微镜，学习如何调整光线、

对焦、捕捉细微的组织结构。每一个步骤都经过反复练习，

直到达到熟练的程度。学院还定期组织模拟比赛，让学生在

实战中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找出不足之处，及时调整训练

方向。除了技能培训心理素质的培养也同样重要。面对激烈

的竞赛环境，稳定的心态是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3]。指导团队

会定期与学生进行心理沟通，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学会在压

力下保持冷静。在培训内容上新疆大学特别注重创新思维的

引导。指导老师们鼓励学生不拘泥于传统的金相制备方法，

勇于尝试新的技术和思路。这种开放式的培训模式极大地激

发了学生的创新热情，也为他们在竞赛中脱颖而出奠定了

基础。

3.4 竞赛实施与评估
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的实施阶段是对学生前期培训

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新疆大学在竞赛组织上力求严谨、公

正，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在公平的环境中展示自己的能力。在

竞赛当天学生们按照抽签顺序依次进行操作。他们需要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金相样品的制备、观察和分析。评委们则根

据学生的操作规范性、样品制备的质量、观察分析的准确性

以及时间管理等方面进行评分。评估过程中评委们严格按照

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对每位学生的表现进行详细的记录。

这些记录不仅用于最终的评分，也作为学生后续改进的重要

参考，是学生提升技能、完善自我的宝贵资源。竞赛结束后

学院会组织学生进行总结和交流。通过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教

训，学生们不仅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还能从同伴身上学

到新的方法和思路。这种互动学习的氛围，极大地促进了学

生之间的共同进步。新疆大学还会对每次竞赛的组织和实施

过程进行全面的反思和评估。通过收集学生和评委的反馈不

断优化竞赛流程，提高竞赛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这种持续改

进的精神也是新疆大学在金相技能大赛中能够取得优异成

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4 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的成效与影响

4.1 学生综合素质提升
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这一融合了理论与实践的学术

盛宴为学生们构筑了一个独特的舞台，使他们得以将课堂上

的抽象知识与实验室中的具体操作相融合。在这一充满挑

战与探索的过程中，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提升，不仅在知识层面获得了深化和拓展，更在实践能力、

心理素质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多个维度实现了显著的进步。

在备战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的日子里，学生们全身心地投

入金相制备技术的钻研中。他们不仅重温了课堂上所学的材

料科学知识，更在实践中深刻理解了这些知识的实际应用。

通过反复的实验和摸索，他们逐渐掌握了金相制备的每一个

细节，从样品的精心切割到精细的磨制，再到抛光和腐蚀

等关键步骤，每一步都考验着他们的耐心和技艺。在这一系

列复杂而精细的实验操作中，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得到了极

大的锻炼。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并最终解决问题。这种实践经验的积累，不仅让他们在金相

制备技术上更加娴熟，更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这无疑是他们未来学术研究和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

宝贵财富。而竞赛的紧张氛围则成为锤炼学生们心理素质的

熔炉。面对高压的比赛环境，学生们逐渐学会了如何调整自

己的心态，保持冷静的头脑，从而在比赛中发挥出自己的最

佳水平。这种心理素质的提升不仅让他们在金相技能大赛中

脱颖而出，更为他们未来面对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时提供

了坚实的心理支撑 [4]。金相技能大赛还为来自不同学院、不

同高校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切磋的平台。在这里他们

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技艺，更从彼此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

验和知识。通过与同龄人的深入交流，他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沟通表达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这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不仅让他们在竞赛中相互学习、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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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进步，更为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4.2 师资队伍建设
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不仅为参赛学生提供了一个展

示才华和锻炼能力的平台，更对指导教师而言，构成了一次

千载难逢的磨砺与提升的机会。在这场知识与技能的较量

中，指导教师们的角色远非简单的传道授业，他们同样身处

学习的前沿，不断汲取新知，与学生们共同探索、共同进

步。在指导学生备战金相技能大赛的过程中教师们深知自身

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他们明白，要想引领学生在竞赛中脱颖

而出，自身必须首先站在知识的前沿，紧密跟踪金相制备技

术的最新发展与研究动向。因此他们投身于一种持续而深入

的学习过程中，这不仅涉及对专业书籍和学术文章的研读，

更包括对最新科研成果和技术动态的敏锐捕捉。在这一过程

中教师们的专业素养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他们不仅更新了自

身的知识体系，更在实践中锤炼了教学技能，使得课堂内容

更加丰富多彩，教学方法更加灵活多样。每一次与学生的交

流与指导都是对教师们知识储备和教学能力的严峻考验，也

是他们不断自我超越、实现专业成长的重要契机。金相技能

大赛还为指导教师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流平台。在这里他

们有机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相聚一堂，共同探讨教

学心得，分享教育经验。这种跨地域、跨学校的交流，极大

地拓宽了教师们的教学视野，使他们能够汲取到更多元化的

教学理念和方法。

4.3 课程体系与教学改革
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的举办推动了课程体系与教学

的一系列深刻变革。这一赛事的影响远非局限于赛场之内，

而是延伸到了教学实践中，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为了适应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的高标准要求和切实提

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新疆大学材料学院对既有的课程体系

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与调整。这不仅涉及课程内容的更新，

更包括教学方式的转变，以及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新认识。新

疆大学材料学院开始增加与金相制备技术紧密相关的实践

课程和实验环节，旨在通过亲身实践，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

理解和掌握这一领域的核心技术与知识。这种课程体系的调

整和优化并非简单的课程增减，而是一场深度的教育改革。

新的课程内容更加贴近金相技术的实际应用，使学生能够在

学习过程中就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而加深了对材料科学

的理解。实验环节的加强也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让他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培养了他们的创

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而教学改革的另一大亮点则体现在教学

方法的创新上。传统的填鸭式教学已无法满足当下学生的需

求，更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教师们

积极响应改革的号召，开始尝试采用更加灵活多样的教学方

式。案例教学、项目式教学等新颖的教学方法逐渐走进了课

堂，成为激发学生兴趣和创造力的有效手段。案例教学以其

生动、具体的特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

通过分析真实的案例学生不仅能够掌握金相制备技术的实

际应用，还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而项目式教学则更加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它鼓励学生通过实际操作去探索未知，从而在实践中提

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5]。这些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仅极大地提高

了教学质量，也为学生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学生们在多样化的教学环境中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如

何学习、如何创新。

5 结语

通过对新疆大学金相技能大赛的全面剖析不难发现这

一赛事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锻炼了他们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思维，还在无形中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推动了

课程体系与教学的深度改革。更为重要的是，新疆大学金相

技能大赛为新疆大学校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营造了一种

积极向上、勇于探索的学术氛围。新疆大学将继续贯彻落实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的初心，相信在未来的

日子里，这些优秀的学子们将继续在材料科学的道路上砥砺

前行，为国家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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