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针对现代材料分析测试方法研究生课程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本课程的特点，从教学质量、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考核与评估等方面探讨该课程的建设措施，提出教学与科研，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以期促

进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增强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突出该课程的实用性与价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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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设计、制备和表征是材料研究中的三个重要方面。材

料结构与性能的研究水平对新材料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具有重

要的作用。材料分析测试方法是材料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材料科学学科的发展趋势以及其对人才培养需求的变

化，使得《材料现代分析测试方法》这门实践性、技术性很强的综

合性课程在专业教学中变得愈发重要。

在我校，《材料现代分析测试方法》是材料学等多个学科研究

生必须掌握的现代分析技术，对研究生后续科研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一、课程教学现状

由于该课程面向的是研一新生，首先遇到了学生人数过多

的问题。同时，该课程是将本科教学中没有涉及的显微分析、热

分析和电化学分析作为主要的讲述内容，这些教学内容在整体

的现代测试方法中犹显不足。在这些实验项目中，由于实验所涉

及的均为大型精密仪器，教学过程中主要是教师对仪器进行讲

解和操作，由于实验场地有限，学生往往是进行独立的实验，缺

乏对不同测试方法的相互了解，在总结实验结果时就会得到片

面的结论。

二、课程改革措施

（一）改善教学质量

分组教学，团队协作。针对学生人数过多的现状，把集体教

学改成分班教学，方便老师在教授过程中很快切入主题、把握重

点，有效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及教学质量。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求教师具备追踪国内外科学发展的

最新动态和教学内容的最新研究进展，要求教师将个人研究内

容与实验教学相结合，达到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的目的。

（二）强化教学内容

结合材料类专业特色，具体定位各学科对应的教学内容。实

验教授过程中，重点突出实验实践内容，层次分明。同时应与本

科实验教学区别开来，确保内容选择上具有足够的深度与广度。

教学内容与科研结果有机结合。根据设备的应用场景引入

经典科研实例，从宏观到微观，优化教学内容的组织结构。实际

与实验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教学与实践相互促进。目前国内各高校非常重视实践性教

学，通过演示性实验来讲解设备构造，设置开放性实验让学生自

主设计并执行实验。

（三）改进实验教学

打破了以前每个实验的固定实验内容及操作流程的束缚。

在所教授的三个板块中，每个板块都安排了两名教师，确保学生

能够得到充分的辅导。由于实验时间的限制性，同时为了进一步

提高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我们将这门课的实验教学环节的比

例加重，占总教学量的三分之二。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我们让所有学生自行进行组

队，要求学生自己准备样品、制定实验方案，并且在实验中每个

人都要实时参与到实验中来。最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实验各

部分进行探讨，分享感悟与体会。

三、教学效果考核和评价体系

考核方法改革。摒弃传统的单一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考核

方法，选择全面的多形式考核。如文献综述、PPT专题演讲、主题
讨论会等。

评价体系改革。建立更加完善的评价体系，细分具体的评价

依据，制定评价表，内容包括自评和互评。评价重点侧重教师的

“教”，学生的“学”。

四、结语

现代材料分析测试方法实验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综合性实

验课程。我们针对该课程目前存在的问题，在教学方法以及内容

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着重加强学生自主动手能力和分析思考

问题能力，目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这些只是初步的实践，

在未来的教学改革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索新的改革方法，力争从

多方面来促进实验教学的效果，给这门课程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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