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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促进材料热工基础和窑炉工程课程的提升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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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探讨了教育创新在提升和发展《材料热工基础与窑炉工程》课程中的应用与实践。针对当前该课程在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教材内容陈旧、学生参与度低、理论与实践脱节等，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教育创新策略。

通过这些创新措施，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自主学习和批判思维能力，从而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工程

应用人才。论文还详细阐述了实施这些创新策略的具体方案、方法及年度进展计划，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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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n enhanc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urse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Thermal Engineering and Kiln Engineering. In response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course, such as outdated textbook content, low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ies. Through these innovative measures, the aim i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their self-learn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ies, and cultivat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abilities. This paper also elaborates on the specific plans, methods, and annual progress 
plans for implementing these innovative strategies, and conducts in-depth analysis of their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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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材料热工基础与窑炉工程》这门课程在材料、航空

航天、化工、动力、电力、机械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它

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然而，随着国家对节能减排的要求不

断加大，以及低碳绿色发展目标的推进，现有教材内容已经

不再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需求。因此，对这门课程进行教学

创新，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对于培养符合当今需求的优

秀应用型本科生具有关键意义。论文将讨论如何通过教育创

新来提升和发展《材料热工基础与窑炉工程》课程，重点将

放在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课程评价三个方面。

1 课程内容的革新

1.1 引入前沿知识与科研成果
在《材料热工基础与窑炉工程》课程中，引入前沿知

识与科研成果是提升教学质量和激发学生兴趣的关键。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需要密切关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

态和进展，及时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和理论知识融入课程教学

中。例如，可以介绍一些新材料的研究进展，如高性能陶瓷、

先进复合材料等，这些材料在窑炉工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

景。同时，我们也可以将一些最新的热工技术，如高效节能

的燃烧技术、先进的热交换技术等，引入到课程中，使学生

了解到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1]。可以通过邀请行业专家或学

者举办讲座或研讨会的方式，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前沿知识

和实践经验。这些专家或学者可以分享他们在该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

理解。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和掌握，还可以激发他们对科研的兴趣和热情。鼓励学生参

与到一些科研项目中，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前沿知

识。例如，可以引导学生参与一些与窑炉工程相关的科研项

目，如窑炉的热效率提升、窑炉的智能化控制等。通过参与

这些项目，学生可以亲身感受到科研的过程和乐趣，同时也

可以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

1.2 增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可以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将课程中的理论知识与具体

工业实践相结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窑炉工程项目，详细剖

析其设计、运行及优化过程，让学生理解热工基础理论如何

在实际工程中得以应用。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抽象的理论知识，还能让他们对窑炉工程有一个更

为直观和全面的认识。加强实验教学环节，通过动手操作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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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亲身体验窑炉工程的技术细节。设计一系列与课程内容

紧密相关的实验项目，如热工性能测试、窑炉结构分析、燃

烧过程模拟等，让学生在实验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

培养他们的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鼓励学生参与校企合作项

目或实习实训，让他们在实际工作环境中应用所学知识。通过

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学生可以接触到真实的窑炉工程项目， 
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和技术难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学习和研

究。这种实践性的学习方式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

就业竞争力，还能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 交互教学的引入

2.1 混合式实时交互教学
在混合式实时交互教学中，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完善

的在线学习平台，该平台集成了丰富的多媒体教学资源，如

视频教程、PPT 课件、案例分析等，供学生随时随地进行自

主学习 [3]。同时，平台还具备实时交流功能，学生可以在学

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及时与教师或其他同学进行沟通交流，

共同解决难题。除了线上资源外，线下课堂同样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视频连线、互动白板

等工具，与学生进行实时互动，引导学生深入探讨课程中的

重点难点问题 [2]。同时，教师还可以组织小组讨论、案例分

析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团队

合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混合式实时交互教学的实施，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自主学习能力，还促进了教学

资源的共享和优化。教师可以通过平台收集学生的学习数

据，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困难所在，从而调整教学策略，

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教学服务。此外，平台上的教学资源和经

验也可以被其他教师借鉴和分享，促进整个教学团队的专业

成长和发展。

2.2 学习小组与讨论式教学
学习小组的组建是基于学生兴趣、学习能力和性格特点

的合理搭配。每个小组由几位学生组成，他们共同承担学习

任务，相互协作，共同解决问题。这种小组模式不仅促进了

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责任感。

在讨论式教学中，教师不再是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而是转变

为引导者和促进者。教师会设计一系列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

的问题，引导学生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

学生需要运用所学知识，结合个人见解和团队智慧，提出解

决方案或见解。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思维活力，

还培养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讨论式教学还注重

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在讨论中，学生需要清晰

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倾听并理解他人的意见。这种交流

过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为他们未来的

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学习小组与讨论式教学在《材料

热工基础与窑炉工程》课程中的应用，不仅促进了学生的主

动学习和深入理解，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批判性

思维、创新能力以及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这种教学模式的

引入，为课程的教学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3 课程评价体系的改革

3.1 分阶段、分类别的考核方式
在《材料热工基础与窑炉工程》课程的教学评价中，

采用分阶段、分类别的考核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学

习成效，促进个性化发展和持续改进。这种考核方式打破了

传统“一考定终身”的局限，更加注重学习过程的评价和学

生个体差异的尊重。

分阶段考核意味着将课程内容划分为若干个学习阶段，

每个阶段结束后都进行相应的测试或评估。这种方式有助于

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并及时

调整学习策略 [4]。同时，教师也能通过阶段性的反馈，对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适时的调整和优化。分类别考核则是

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设计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和评价

标准。例如，除了传统的闭卷考试外，还可以引入项目报告、

实验设计、口头汇报、案例分析等多种考核形式。这些形

式能够更全面地考查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实践操作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以及沟通表达能力等多方面的素质。同时，针

对不同学生的特长和兴趣，还可以设置选考内容或加分项，

以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个性化发展。这两种考核

方式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还能够促进

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全面跟踪和评

估，教师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和需求，为他们

提供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指导和帮助。同时，这种考核方式也

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效和综合素质，为他们的未

来发展提供更加全面和有力的支持。

3.2 鼓励创新与多样性的评价方式
教师可以设计一些开放性的任务或项目，鼓励学生运

用所学知识进行探索和创新。例如，可以要求学生设计一种

新型窑炉结构或优化现有窑炉的燃烧过程，并通过实验验证

其可行性和效果。在评价时，不仅关注结果的创新性和实用

性，更重视学生在设计过程中的思考过程、创新思路和方法

运用 [5]。除了传统的考试和作业评价外，还可以引入同伴评

价、自我评价、项目展示、口头报告等多种评价方式。同伴

评价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培养他们的团队

合作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自我评价则有助于学生自我反思和

成长，明确自己的优点和不足；项目展示和口头报告则能够

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心，展现他们的创新成果和实践

能力。鼓励创新与多样性的评价方式还需要教师具备开放包

容的心态和专业的评价能力。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

和特长发展，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他们的评价方式和标准。

同时，教师还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和评价方法，以

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学生的需求变化。

4 实施方案与具体计划

4.1 实施方案：构建《材料热工基础与窑炉工程》
课程的创新教学方案

我们将采用分阶段、模块化的教学模式。将课程内容

划分为若干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教学模块，每个模块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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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特定的主题或项目展开，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实验

操作等多种方式进行教学。同时，设置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评

估标准，确保学生在每个阶段都能获得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实

践技能。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设先进的实验实训基地，配

备齐全的实验设备和工具，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通

过组织实验课程、项目实训、企业实习等多种形式，让学生

在实践中掌握窑炉工程的设计、操作、调试和优化等技能，

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还将引入混合

式实时交互教学和学习小组与讨论式教学等创新教学方法。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平台，

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和优化。同时，鼓励学生组成学习小组，

围绕课程中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培养他们的

团队合作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完善评价体系，实施分阶

段、分类别的考核方式，并鼓励创新与多样性的评价方式。

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手段，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和综合素

质，为他们的个性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注重对学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评价，鼓励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勇于探

索、敢于创新。

4.2 具体计划：实施《材料热工基础与窑炉工程》

课程创新的详细步骤
①前期准备阶段：首先，成立由教学经验丰富、具备

创新精神的教师组成的课程改革小组，共同研讨并制定详细

的教学大纲和模块划分。其次，对现有的教学资源进行评估

和整合，包括教材、实验设备、网络教学资源等，确保能够

满足创新教学的需求。最后，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邀请

专家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指导，提升课程的实用性和前瞻

性。②教学内容优化阶段：根据教学大纲和模块划分，组织

教师团队对课程内容进行梳理和优化。注重引入最新的科研

成果和技术动态，更新教材内容，使课程内容更加贴近行业

实际。同时，增加案例分析、项目实训等实践性教学内容，

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③教学方法创新阶段：

在混合式实时交互教学和学习小组与讨论式教学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其他创新教学方法。例如，引入翻转课堂

模式，让学生在课前通过自主学习掌握基础知识，课堂时间

则用于深入讨论和解决问题。或者，采用项目式学习法，让

学生围绕具体项目展开研究和实践，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④评价体系改革阶段：实施分阶

段、分类别的考核方式，制定详细的考核标准和评价流程。

除了传统的考试和作业评价外，增加同伴评价、自我评价、

项目展示等多种评价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和综合

素质。同时，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评价，鼓励

他们勇于探索和创新。⑤持续改进与反馈阶段：建立有效的

教学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学生、教师和企业对课程教学的意

见和建议。根据反馈结果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持续改

进和优化，确保课程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同时，加强与其他

高校和行业企业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先进的教学经验和管理

模式，推动课程教学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5 预期成果

学生方面，我们预期学生将能够全面掌握课程的核心

知识和技能，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通过

创新教学方法的应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

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他们将能够灵活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展现出较高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课程教学质量方面，我

们预期通过课程内容的优化和教学方法的创新，课程将更加

贴近行业实际，更具前瞻性和实用性。学生将能够在学习过

程中获得更加丰富和深入的学习体验，从而提高对课程的兴

趣和满意度。同时，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也将得到显

著提升，形成一支高素质、有活力的教学团队。教育模式革

新方面，我们期望通过本课程的创新实践，为其他课程的教

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通过推广混合式实时交互教

学、学习小组与讨论式教学等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推动整

个教育体系的创新和升级。这将有助于构建更加开放、灵活、

个性化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成长。社

会影响方面，我们预期本课程的创新教学将为社会培养更多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才将在各自

的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同时，

通过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本课程还将促进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贡献力量。

6 结语

在论文中，我们深入探讨了《材料热工基础与窑炉工

程》课程的创新教学策略与实践路径，从实施方案到具体计

划，再到预期成果，全面勾勒了课程改革的蓝图与愿景。我

们坚信，通过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评价

体系，能够有效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展

望未来，我们期待这些改革措施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不仅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铺就坚实之路，也为教育事业的进

步贡献一份力量。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创辉煌！

参考文献：
[1] 潘多多.创新教育理念下的高校教育管理路径探索[J].公关世界, 

2024(17):63-65.

[2] 薛明俊,李会平,王德强.运用多媒体技术改善工程课程课堂教学

的实践——以窑炉设计原理课程为例[J].时代教育,2015(24):36.

[3] 万胜男,盛欣,万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工程能力培养质

量——窑炉设计原理课程多媒体课件教学改革实践[J].化工高

等教育,2004(4):69-71+40.

[4] 殷仕龙,赵俊锋,王旭红.热工课程设计教学模式研究和改革[J].

教育教学论坛,2016(37):209-210.

[5] 田修营,文瑾.材料类《热工基础》课程教学方法研究与实践[J].

广州化工,2013,41(20):191-192.

作者简介：高金星（1990-），男，中国河南西峡人，博士，

副教授，从事高温功能材料的研究与应用研究。

课题项目：2023 年度郑州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

践（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23ZZUJGXM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