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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产业转型升级与教育改革协同推进的当下，产教融合成为提升材料科学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的关键路径，《材料科学基础》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其案例库建设对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

意义重大。基于此，该研究深入剖析产教融合背景下该课程案例库建设的目标与原则，从产业

需求导向的案例收集、教学目标融合的设计开发、多方协同的审核优化，到动态反馈的应用完

善，系统阐述案例库建设路径，以期为材料科学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方案，助力培

养契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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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wher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are advancing in tandem,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as become a key path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Materials science major. As a core course of the maj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se library for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goals and
principl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se base of this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From the case collection oriented by industrial demand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goals, the review and optimization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to the
application improvement of dynamic feedback, it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case base,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practical plan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materials science major. Help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Basic Materials Science; Case Library Construction

引言

随着新材料技术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

域的广泛应用，材料科学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产业发

展对材料科学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然而，传统《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教学中，理论与实践

脱节、教学案例滞后于产业实际等问题较为突出，难以满足

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产教融合作为一种将产业资源与教育资

源深度整合的模式，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构建

《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案例库，把产业中的实际问题、先进

技术转化为教学案例，能让学生在课堂中接触到真实的产业

场景，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应用。

1 产教融合背景下《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案例库

建设目标与原则 
1.1 目标分析

建设《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案例库，首要目标是强化学

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材料科学涵盖晶体结构、

相变理论、扩散机制等抽象概念。学生仅通过书本学习，很

难将这些理论与实际生产联系起来，通过引入产业案例，把

诸如金属材料的热处理工艺优化、高分子材料的成型加工等

实际问题融入教学，学生能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将理论知

识与实践场景对应起来，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知识内涵。提升

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也是重要目标之一，产业发展日新月异，

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涌现，案例库中收录产业前沿案例，让

学生接触到最新的材料研发思路、生产工艺改进方法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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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学生在解决案例问题的过程中，需要

运用所学知识提出解决方案，这就锻炼了他们的实践操作能

力与创新能力，使他们毕业后能更快适应产业岗位需求。

1.2 原则分析

真实性原则是案例库建设的核心，案例必须来源于产业

实际生产场景，不能凭空捏造，只有真实的案例，才能让学

生接触到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比如将企业在新能源电池材料研发过程中遇到的

性能提升难题作为案例，学生分析这类案例，就如同置身于

真实的工作场景，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此外，针对

性原则要求案例紧密围绕教学目标与课程内容，不同的教学

章节有不同的知识点与教学重点，案例的选择与设计要契合

这些内容，在讲解材料的晶体结构时，选择金属晶体结构分

析在航空发动机叶片制造中的应用案例，能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晶体结构对材料性能的影响，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时

效性原则确保案例库与时俱进，材料科学领域技术更新快，

过时的案例无法反映产业最新动态。案例库需要定期更新，

收录新材料研发、新工艺应用等方面的案例。比如，近年来

石墨烯材料研究成果丰硕，将石墨烯在复合材料中的应用案

例及时纳入案例库，能让学生了解学科前沿知识，保持对行

业发展的敏感度。 

2 产教融合背景下《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案例库

建设路径 
2.1 基于产业需求的案例收集与筛选

要全面收集产业案例，需要搭建多元的收集渠道，学校

可以与合作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定期组织教师到企业

进行调研，了解企业在生产、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都可作为潜在的案例素材，再或者，关注行业展会、

学术会议等活动，从这些场合获取行业最新的技术成果、产

品应用案例等信息，还可以通过行业协会、专业论坛等平台，

收集企业分享的成功经验与典型问题[1]。收集到大量案例素

材后，要进行严格的筛选，筛选时优先选择与课程教学内容

紧密相关的案例，在学习材料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章节时，

汽车制造中钢板冲压成型过程的案例就非常合适，因为它涉

及到材料的塑性变形原理以及后续的再结晶处理。同时，考

虑案例的难易程度，要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与学习进度，对

于低年级学生，选择相对简单、基础的案例，随着学生知识

储备的增加，再引入复杂、综合性的案例，还要评估案例的

典型性，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能让学生通过分析一个案

例，掌握一类问题的解决方法。

2.2 融合教学目标的案例设计与开发

2.2.1 紧扣知识体系的案例内容架构

在融合教学目标的案例设计与开发中，构建紧扣知识体

系的案例内容架构是基础。课程知识体系是案例设计的重要

依据，每个案例都应精准对应《材料科学基础》中的核心知

识点，如晶体结构、相变理论、扩散机制、材料性能与组织

结构关系等，教师需深入剖析课程各章节的知识脉络，明确

每个知识点的教学重点与难点，然后结合产业实际，寻找与

这些知识点高度契合的案例素材。以“晶体结构”章节为例，

该章节的核心知识点包括晶体的基本概念、常见晶体结构类

型（如面心立方、体心立方、密排六方等）以及晶体结构对

材料性能的影响。在案例设计时，可选取航空航天领域中高

温合金叶片的制造案例，高温合金叶片在航空发动机中承担

着高温、高压、高转速的复杂工况，其性能与晶体结构密切

相关。案例内容可详细介绍叶片材料所采用的特定晶体结构，

分析这种结构如何赋予材料优异的高温强度、抗氧化性和抗

疲劳性能，通过这样的案例，学生能将书本上抽象的晶体结

构知识与实际工程应用紧密结合，深刻理解晶体结构在材料

设计与制备中的关键作用[2]。此外，案例内容的组织应具有

清晰的逻辑层次，按照“问题提出-理论支撑-实践应用-总结

反思”的思路展开，先提出产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引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探究欲；然后回顾相关的理论知识，为解决问

题提供依据；接着详细介绍在产业实践中如何运用理论知识

解决问题，包括具体的方法、步骤和技术手段；最后进行总

结反思，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以

及对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和拓展，通过这种逻辑架构，学

生能在案例学习中逐步培养系统的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2.2.2 多元呈现与互动导向的案例开发策略

传统的文字描述案例虽然能够传递信息，但对于一些复

杂的材料微观结构、生产工艺过程等内容，往往难以让学生

形成直观的认识，因此，需要运用多样化的呈现形式，丰富

案例的表现手段。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图

片、视频、动画等多媒体资源，例如，在讲解“材料微观结

构分析”时，可通过电子显微镜拍摄的高分辨率图片展示不

同材料的微观组织，如金属材料的晶粒结构、复合材料的相

分布等；利用视频记录材料制备过程中的关键工艺环节，如

铸造、锻造、烧结等，让学生直观地看到材料在加工过程中

的变化；通过动画演示材料内部原子、分子的运动过程，如

扩散机制、相变过程等，将抽象的物理化学变化可视化，帮

助学生理解复杂的理论知识[3]。另一方面，开发交互式案例，

增强学生的参与度和主动性，交互式案例可以设置一系列问

题和任务，让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动手实践，

还可以组织案例讨论、小组合作等教学活动，促进学生之间

的交流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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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多方协同参与的案例审核与优化

案例审核需要组建多元化的审核团队，团队成员包括学

校的专业教师、企业的技术专家以及教育教学研究人员，专

业教师从教学目标实现的角度审核案例，确保案例能够有效

支撑课程教学内容；企业技术专家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审

核案例的真实性与产业适用性，保证案例与实际生产场景相

符；教育教学研究人员从教学方法、学生学习体验等方面提

出意见，优化案例的教学效果。审核过程中，要对案例进行

多轮审查，第一轮主要审核案例的基本内容，包括案例的真

实性、与教学目标的契合度、表述的准确性等；第二轮重点

审查案例的教学环节设计，如问题设置是否合理、讨论引导

是否有效等，每一轮审核结束后根据审核意见对案例进行修

改完善[4]。经过多轮审核与优化，才能确保案例的质量。优

化案例时，要注重案例的可扩展性，根据不同的教学需求与

学生层次，对案例进行拓展与深化，对于基础较好的学生，

可以在案例中增加一些开放性问题，引导他们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基础较弱的学生，可以提供更多的背景知识与提示，帮

助他们理解案例，根据产业技术的发展与教学理念的更新，

及时调整案例内容，保持案例的先进性。

2.2.4 动态更新与反馈的案例应用与完善

在课堂教学中应用案例时，教师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

方法，可以采用小组讨论的形式，让学生分组分析案例，共

同探讨解决方案，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与沟通能力，也

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分别扮演企业技术人员、

研发人员等角色，模拟实际工作场景中的问题解决过程。在

案例教学结束后，通过课堂测试、学生作业等方式检验教学

效果，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与能力提升情况。收集学

生与教师的反馈意见是完善案例的重要依据，学生可以从学

习体验、案例难度、内容实用性等方面提出反馈，教师则从

教学过程的流畅性、案例对教学目标的达成度等方面给出意

见，根据这些反馈，对案例进行调整优化，如果学生反映某

个案例难度过大，就适当简化案例内容；如果教师发现案例

在教学过程中存在逻辑不清晰的问题，就对案例结构进行重

新梳理[5]。案例库的动态更新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定期与合

作企业沟通，了解产业发展新动态，及时补充新的案例，根

据教学改革的需求，对现有案例进行修订，还要关注学术研

究的新成果，将前沿的理论与技术融入案例库，使案例库始

终保持活力，为《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教学提供优质的教学

资源。

3 结语 
总之，产教融合背景下《材料科学基础》课程案例库建

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明确建设目标与原则，遵循科学的

建设路径，从案例收集筛选、设计开发，到审核优化、应用

完善，各个环节紧密配合，能够有效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培

养出具备扎实理论基础与较强实践创新能力的材料科学专

业人才。在未来的建设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探索创新，根据

产业发展与教育改革的需求，持续优化案例库，推动材料科

学专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新材料产业的发展提

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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