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5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3 

Education Research 

材料工艺与模型制作课程教改研究与实践 
 

黄双君 

湖北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DOI:10.12238/er.v5i7.4782 

 

[摘  要] 《材料工艺与模型制作》课程兼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方面,既包含了较为鲜明的理论深

度,又重点培养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通过课程体系的改革,使工业设计学生掌握材料加工工艺基础知

识,在设计实践的过程中自觉选用恰当的材料,以发挥材料的功能并展示材料的美感。根据专业实际,结

合教学内容,让学生参与创新创业训练,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其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逐渐形成学生自主或团队协作设计工业产品的学习氛围,以材料工艺与模型课程为基础,有效

地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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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erial Craft and Model Making course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which not only contains a relatively distinct theoretical depth, but also focus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dustrial design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basic 

knowledge of materi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consciously choose appropriate materials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 practice, so as to give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materials and show the aesthetic feeling of material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major and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content,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so as to cultivate the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gradually form a learning 

atmosphere for students to design industrial products independently or in a team,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based on the course of material craft and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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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利用,以及人们对传统材料的再

认识,综合材料工艺设计必将获得较快的发展,为人们展现出更

加精彩的工艺文化图景[1-3]。《材料工艺与模型制作》课程是工

业设计专业的重要课程。该课程兼顾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个

方面,既包含了较为产品设计所需的材料工艺理论知识,又重点

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可以说,材料是工业的基础,它在国民

经济、军事建设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5]。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刘振生[6]提出产品设计材料与工艺的教

学模式的基本思路,认为课程改革要着手于 新材料工艺的讲

授与训练。四川美术学院田欣[7]等专业教师在省部级研究生优

质课程培育中对《综合材料工艺设计》建设项目进行了大力推

进,认为在课程教学中须注重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

以适应材料领域快速发展的需要。将该课程与计算机CAD、机械

原理、模具设计原理、产品结构设计等专业课程联系起来,进行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是一种良好的教学尝试。旨在以材料工艺

课程为纽带,充分利用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加强课程体系的

教学效果。  

1 教学研究改革内容 

1.1该课程在本专业中与其他课程的结构关系 

《材料工艺与模型制作》课程是湖北美术学院工业设计专

业方向二年级学生的专业课。这门课程将平面视图转化为空间

模型的表达媒介,能够更好的为后续专业设计课程打下基础。研

究学生对《计算机CAD》、《机械原理》和《模具设计原理》等课

程学习后,对产品形态及尺寸、结构及空间和材料与成型模具的

了解程度。研究学生在《材料工艺与模型制作》课程的学习后,

是否能够将想法转化为平面图纸,并进一步推敲出产品形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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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应用表达方法。 

在完成《材料工艺与模型制作》课程理论与实践之后,学生

可以根据材料的天然特性选择合适的加工工艺进行产品设计,

为后续的《快题设计》、《产品结构设计》等课程打下基础,加强

学生对工业设计课程体系的理解。 

1.2材料工艺理论知识教学改革 

材料工艺理论知识内容驳杂,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应提高

学生自学能力。每种材料工艺配套一个视频动画并结合不同材

料的产品实例进行逐一阐述。将材料工艺的理论知识应用到模

型设计的每一个阶段,让产品模型通过合理的工艺展现出来；并

鼓励学生分组自学,再通过小组间的互相交流提高学习成效。总

结出一套系统有效的教学组织方法,使学生主动学习。 

1.3在课程教学中渗入多方联动的实践训练 

木材加工工艺的训练方法：榫卯结构与工艺是我国传统家

具制作技艺中的重要手法,如何将榫卯工艺融入课程教学是本

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木作加工包括锯、刨、铣、钻、砂磨等

加工方法以及干燥保护,改性,表面喷涂装饰等后处理加工工

艺。在多媒体理论教学中,加入4课时木质榫卯结构和木作工具

使用方法的视频动画讲解,将龙凤榫、燕尾榫、圆榫等结构向同

学们展示并介绍。理论课程讲解结束后,安排20课时的实践环

节。学生首先通过CAD等软件工具构图。然后,结合理论课程对

榫卯结构的讲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榫卯结构。 后,在木工实

验室手工加工完成榫卯结构,自行进行组装,并进行作品展示。

加工后木质产品被用作工艺品、日常生活用品。图1和图2为学

生根据木作加工工艺学习制作的置物架和机器人模型。 

   

图1  榫卯结构学生作品—置物架 

   

图2  榫卯结构学生作品—机器人 

塑料成型工艺的训练方法：塑料是工业设计中 常用的材

料之一,而ABS塑料因其良好的加工性能,便于学生针对其热弯

性和热压性进行造型设计和制作。ABS塑料热弯工艺是针对ABS

塑料的热塑性,用热风枪将ABS塑料薄板吹热,使其容易受热变

形,再施加压力,用弯曲模具使其按照指定的形状变形,加工成

我们所需要的形状尺寸。通过ABS塑料热弯热压工艺原理的学习,

培养学生认识塑料材料,选择合理加工工艺的基本知识。再引导

学生根据不同材料的工艺性进行合理的模型制作,加工后的产

品可用于日常生活用品、现代家具等,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图3和图4为学生根据ABS塑料热弯热压工艺的

学习制作的塑料手机壳和灯具。 

   

图3  ABS热弯热压学生作品—手机壳 

   

图4  ABS热弯热压学生作品—灯罩 

1.4学生创作训练体系构建 

以第二课堂为抓手,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课堂之

外,鼓励学生关注并参加各类比赛。以国家、省、市、校级的学

科专业竞赛和省级、校级的创新创业项目为主导,积极引领学生

参加各类兴趣小组、专业社团,提升学生的创作水平。指导学生

完善课程作业,鼓励学生以课程大作业为参赛作品,参与设计类

竞赛,充分发挥产品设计过程中材料工艺的重要性。 

2 教学改革目标 

(1)学生对材料的天然特性和加工工艺认知进一步提升,自

学能力得到加强。材料的学习包括有机材料、无机材料、复合

材料、绿色可再生材料等,工业设计离不开材料,材料工艺是工

业设计的基础。通过学习不同材料的特性和工艺能够为本专业

后续课程的学习做铺垫,为模型制作建立良好的基础。 

(2)通过政府、高校、企业和行业联动的实践训练,让学生

掌握三维软件、产品结构、空间造型和材料工艺等在工业产品

设计中的意义,熟练地运用材料工艺制作工业设计产品。通过实

践学习和作业模型展示的方式适度提升本科生学业课程难度和

深度,真实有效地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3)以课程为基础调动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充分

调动学生的创新思维和问题研究,使学生有勇气、有能力参加创

新创业训练项目。材料类实践课程的改革可以提升学生对材料

学的兴趣,有助于学生更容易从材料工艺出发进行产品设计的

创新。让老师和学生着眼于新型材料的研究和发展,培养综合型

人才。 

3 课程改革解决的主要问题 

(1)该课程与本专业中与其他课程的结构关系；如何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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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系统的结合起来,保证专业知识的连贯性和延伸性,引发学

生的思考,让学生正确地应用于设计创作。对于难以理解的知识

点可以穿插相关课程案例,一起学习相关性内容,做到融会贯通,

加强学生理解。 

(2)材料工艺理论知识的教学改革；材料更新换代非常迅速,

设计类人才如果不能及时关注材料领域的发展,就会缺乏先机,

难以突破和创新。如何生动有趣地讲解理论知识,并及时更新型

材料传授给学生。将政府、高校、企业和行业需求有机结合起

来,使教学内容适应新一轮产教研学科变革,将社会优质资源转

化为育人资源。 

(3)科学修订人才培养方案；针对不同生源学生,有目标性

地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加强教学改革,推进应用型人才培

养。在新工科深化工程教育改革背景下,实行“2+2”人才培养

方案的构建,大一大二以公共课和专业课为主,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大三大四在专业必修课的基础

上,鼓励学生参加各类设计竞赛或创新创业竞赛,培养学生的工

业设计能力。 

(4)推进创新创业实践,建设第二课堂；依托学院平台,充分

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以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专业竞赛为抓手,

指导学生参赛,提升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4 创新点 

(1)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新工科建设。深化产教融合,以产业

新需求推动教育教学改革,让学生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业设计

环境和经济形势,将社会优质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加快推进新

工科建设。以行业学院、产教融合创新基地建设为依托,以产学

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为基础,以工业设计类公司的 新需求为出

发点,结合课堂实践环节进行人才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2)科学修订教学方案,夯实专业建设基础。在新的国际经

济环境下,增强学生的专业知识背景和实践创新能力。只有扎实

的专业基础,才能将其培养成有设计思维、设计创新性和设计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 

(3)应用型课程改革初见成效。明确培养目标,分解教学任

务,深化校企师资、各类课程资源的融合,建立结果导向的教学

设计,进一步重组与优化专业课程,强化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

将《材料工艺与模型制作》课程打造成有工程实践背景的应用

型课程,根据产业和行业需求不断完善课程内容。 

(4)构建创新创业培养机制。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课程

中,完善创新创业相关课程体系。从课程项目出发,以专业兴趣

小组为基础,以大学生创业社团为抓手,重点打造品牌工作室。

实现社会创业为理念,发挥工业设计专业与行业产业紧密联系

的优势,课程教学内容与职业、行业标准对接,同步革新。 

5 结语 

本课程改革以实践为主,在完善课程改革内容的基础上,以

服务、引导大学生创业为宗旨,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和创业率。将

材料工艺的认知学习和模型制作的实践能力培养放在核心位置,

让学生在实际动手操作过程中,学习材料工艺相关知识。以课程

体系建设为中心,应用型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培养品学兼优,专

业基础扎实,勇于实践创新、综合素质高,具有人文科学素养,

社会责任感强,服务于工业设计的具有一定国际视野和创新精

神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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