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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椇集中性实践教学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棳教学效果不理想暎可以通过加强实习基地的建设暍开设新的集中

性实践教学课程暍实施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等有效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暎
暋暋关键词椇集中性实践教学椈教学改革椈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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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所谓集中性实践教学棳一般是指除课程基本理论

知识的课堂教学外棳旨在加强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的

深入理解和应用暍使学生获得更高职业技能和更好职

业道德所进行的一系列集中实践活动暎椲棻椵目前棳高校的

集中性实践教学活动主要包括参观暍调研暍实习棬含金

工实习暍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等棭暍课程设计和毕业论

文棬含设计棳下同棭等暎集中性实践教学在高校教学中
占有越来越重的分量棳有利于培养应用型暍复合型和技

能型人才棳越来越受到各高校的重视暎对工科背景浓

厚的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棳集中性实践教学尤为

重要暎在棽棸棻棾年的教学计划调整中棳我们较大幅度地

提高了集中性实践教学的课时和学分棳目前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集中性实践教学仍需深化改革暎
暋暋一暍集中性实践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暋暋首先棳由于多种原因棳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难以达

到预期效果暎一是现有实习基地与本专业关联性欠
佳棳且开拓新的实习基地进展缓慢暎棽棸棻棾年之前的培

养计划棳认识实习的时间是一周暎按照实习大纲棳主要

选择的是马钢大 斎 型钢厂暍第二炼铁总厂棬大高炉棭和
车轮轮毂厂作为认识实习基地暎而生产实习也以马钢

的厂家为主体棳包含了马钢粉末冶金厂和耐火材料厂

等棳并添加了我们自己开拓的某些功能材料厂作为实

习基地暎虽然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也具有浓厚的

金属材料特色棳椲棽椵但是实习基地以钢铁相关厂家为主棳
和以功能材料为主的培养方向关联性明显不强棳不利

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暎此外棳棽棸棻棾年培养计划调整
后棳着眼于培养应用性暍复合型和技能型人才棳认识实

习的时间从一周调整到两周棳原定的三个实习厂家明

显已经不符合要求棳实习基地明显偏少棳但是新基地的

开拓受多方面影响棳进展缓慢暎二是受各种条件的限

制棳生产实习与认识实习差别不大暎生产实习是让学

生有机会在生产现场以工人暍技术员或管理员等身份棳
亲身参与生产过程棳使所学专业知识与实际生产相结

合的教学形式暎椲棾椵然而棳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加棳实习厂家

的接收能力有限且不愿承担安全生产责任等多方面的
原因棳使得目前生产实习和认识实习差别不大棳这使得

生产实习的效果大打折扣暎三是受到厂家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棳实习效果不佳暎由于实习学生人数较多棳多数

实习厂家生产时环境噪声较大棳尽管我们不断鼓励学

生向专业技术人员请教棳技术人员也能认真讲解棳但是

受到客观条件限制棳学生未能听得清楚明白棳这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实习的效果暎
暋暋其次棳本科生毕业论文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暎
一是找工作和做毕业论文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冲突暎
大四下学期是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完成时间棳但也是他
们找工作的关键时期暎就业压力的增大棳导致学生无

法把主要精力放在毕业论文上棳他们不得不花更多的

时间去参加招聘会棳寻找更理想的工作暎这使得学生

做毕业论文的时间被大大压缩棳从而影响到毕业论文

的质量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专业认证工作产生不良

的影响暎二是毕业论文可能存在抄袭现象暎椲棿椵这可能

不是普遍存在的棳但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暎网络社会

信息传递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棳学生查找资料的

途径也越来越简单化棳这使得毕业论文特别是暟综述暠
的写作成为抄袭的重灾区棳东抄一段暍西凑一段的方式
让导师也越来越难觉察暎抄袭不但使毕业论文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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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写作和创新能力的意义棳也可能会使学生日

后迷失在学术不端的歧途上暎三是学生提交的毕业论

文格式不规范暎本科生多数没有经过论文写作的专门
训练棳对毕业论文的格式一般不了解棳需要指导教师对

其格式详加指导暎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棳实际上很少有

教师能做到对本科生进行文档排版之类的详细指导暎
暋暋最后棳急需寻找新的集中性实践教学方式暎现有

的集中性教学方式已经延续很多年棳在一定程度上已

经不能满足学生找工作或者继续深造的需求暎比如棳
随着科技的进步棳新材料不断涌现棳而相关的知识是在

课本或者现有的实践教学中很难获得的棳这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到学生进相关企业工作暎又比如棳继续深

造的学生对材料研究前沿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十分重
要棳虽然从做毕业论文过程中能跟导师学习到一些相

关知识棳但依然是不够的棳相关的实践教学亟需加强暎
暋暋二暍集中性实践教学的改革举措
暋暋针对上述问题棳我们对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集

中性实践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暎
暋暋首先棳加强实习基地的建设暎实习基地一般可以

分为校内基地和校外基地两种暎第一棳校内实习基地暎
校内实习基地比校外实习基地在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

力上更有优势棳更能保证学生实践教学的质量暎椲椀椵我校
金工实习目前已经可以在校内进行暎由于资金暍场地

等限制棳认识和生产实习校内基地的建设十分困难暎
但是我们正积极争取棳力争从本系教师的专业方向出

发棳建设磁性材料暍能源材料和光电材料三个方向的校

内实习基地暎第二棳校外实习基地暎由于我校深厚的

金属材料特色棳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也不可避免地烙

上金属材料的痕迹暎因此棳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虽然偏向于功能材料棳但是依然不能脱离金属材料而

存在暎我们正积极开拓马钢之外的金属材料相关厂

家棳同时还加大和本地斕斉斈暍锂电池以及磁性材料等厂
家的联系暎在我们的积极争取和中钢天源公司各级领

导的大力支持下棳已经和中钢天源旗下的两个磁性材料

厂棬斘斾斊斿斅厂和通力铁氧体厂棭签订了实习合同棳挂牌成

立了实习基地暎后续拟和更多的本地厂家合作棳挂牌成

立实习基地棳以期能进一步拓宽学生的实习渠道暎
暋暋其次棳实行本科生导师制棳加强对本科生毕业论文

的监管和指导暎所谓本科生导师制棳即大三上学期就

让学生选定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棳在课余时间进行毕业

论文的前期工作棳或者进实验室进行部分实验工作暎
导师制的实施棳实际上是弹性往前延长了本科生毕业
论文的时间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做毕业论文和

找工作在时间上的冲突棳也可以使得指导教师能有更

多的时间对毕业论文的格式暍综述写作和实验等进行

指导和监管椈而且棳对部分想升学的学生来说棳可以学

到更多课本上学不到的实践知识棳为他们继续深造打

下良好的基础暎

暋暋再次棳开设新的集中性实践教学课程暎第一棳增加

课程设计的内容暎我们经过仔细研究探讨棳根据现有

教师的研究方向棳新增了关于材料结构的课程设计棳让
学生充分了解材料的计算模拟和设计棳既可以解决用

传统解析方法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棳还可以模拟由于

实验条件限制而难以开展的复杂实验棳是一种重要的

材料研究工具暎同时还可以加深学生对材料结构与性

能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暎第二棳新增科研训练课程暎
科研训练主要结合现有教师的科研方向棳采取查阅资

料暍选题暍制定研究方案及撰写总结报告等方式进行棳
旨在让学生接受一些必要的基本科研技能训练棳让学

生了解科研工作的一般过程棳练习撰写形式规范暍内容

详实的科技文献和综述报告棳学习总结科学研究的方
法及科研成果棳为毕业论文工作进行预准备训练棳并为

想继续升学深造的学生提供更好的平台暎
暋暋最后棳实施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暎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是拟利用棻棸年时间棬棽棸棻棸灢棽棸棽棸年棭棳在高

校培养百余万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棳进而为建

设创新型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人力资源优

势暎椲椂灢椃椵卓越工程师计划要求学生花大量的时间在企业

进行实践棳因而所培养的技术人才应该具有很强的实

践能力暎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已经成功获批教育

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暎金属材料专业和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条件进入

卓越工程师班进行学习暎显然棳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实

施棳在一定程度上对集中性实践教学将起到一种促进

作用暎
暋暋三暍结语
暋暋集中性实践教学课程在本科生的培养中起到十分

重要的作用棳也越来越得到高校的重视暎我校材料科

学与工程专业集中性实践教学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

施棳初显成果棳明显提高了教学质量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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