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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是机械类各专业的一门必修技

术基础课程。在职业高中的金属材料和热处理课程教学中，教

师只有认真备课，掌握课程特点，合理建立知识体系，采取各

种有效方法，才能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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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是机械类各专业的一门必修技术基础

课程， 这是一门建立在实验观察和工业实践基础上的以定性

描述为主的课程。 这门课程可以说是学生较为头疼的一门课

程，内容知识点繁多，需要记忆和背诵的知识也较多，概念、术

语有很多，呈现出一种“散”“杂”的特点。“散”不是像数学学科

和物理学科有严谨的理论体系，通过少数几个重要的定理，可

以支撑起整本书的内容，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这门课程的内在

逻辑不容易掌握。 “杂”指的是涉及面比较广，涉及的点也很

多， 这些点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联系， 课程内容很多是用图

片、图标文字进行说明，教材中的定理、公式寥寥无几。所以说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这门课程是学生所不熟悉的， 学生刚开始

学习这门课程时会觉得有难度，学习兴趣不高。为了让学生学

会这门课程，我在认真分析教材内容后，制订了科学的教学计

划，基于“散”和“杂”的特点，参考散文“形 散 而 神 不 散”的 特

点，通过教学方法设计，将“散”“杂”的知识体系通过一个脉络

串联起来，如此在教学中就可以做到清晰、高效。 具体的做法

如下所示。
一、以“碳”为主线，建立知识体系

虽然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主题有许多概念， 内容知识体

系庞杂且理论比较抽象，经过认真研究和多年的教学经验，结

果发现，本课程的大部分章节都与“碳”有关，所以“碳”可以是

建立知识体系的主线。 这不仅可以让学生明确他们的学习重

点，还可以理清他们的学习重点。 以“碳”为主线，本课程知识

大致归纳为：首先，钢和铁的特征，区分点为碳含量为 2.11％。
工业中广泛使用的钢材是铁和碳的合金， 钢和铁之间的差异

主 要 是 碳 含 量。 钢 的 碳 含 量 小 于 2.11％， 铁 的 碳 含 量 大 于

2.11％，在相图上分为两部分。 可以看出，碳含量可以让学生

直观、清晰地了解钢铁的概念。 其次，铁-碳合金的五种基本

结构，即铁素体（F），按碳含量和存在分类。 奥氏体（A）、渗碳

体（Fe3C 或 Cm）、珠光体（P）和莱氏体（Ld）。
二、课堂教学贴近生活，多举学生熟悉的示例

记忆是知识学习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过程， 孔子就提

倡多识（即今之记忆），即“多学而多识之”。捷克著名教育学家

夸美纽斯也曾说：“一切后学的知识都是根据先学的知识。”如

果我们将知识熟练地记忆在头脑中， 当使用知识时就会省掉

大量的查找、复习、理解知识的时间，那么就可以提高知识的

学习效率。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课程知识有着“散”与“杂”的特

点，有很多知识不能单纯地去背诵，而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
根据规律去背诵。

1.课程知识中有一些易于混淆的概念和术语，我们可以

使用对比的方法进行背诵。比如，二次结晶、再结晶、二次再结

晶，将三者作为一组，对比记忆最为有效。
2.各种材料的种类、牌号名目繁多，如果死记硬背，将会

很难背过，如果掌握了材料的分类、编号、命名的规则和方法，
记忆这些内容就简单多了。

3.一些事物彼此之间有内在联系，可以使用联系的方法

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记忆， 不但可以根据其种类和化学组成

部分进行联系，还可以将其热处理、组织、性能主要用途联系

起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将“散”“杂”的知识通过内在的联

系串联起来，加深对课程知识的理解程度。
三、结合实验、实训、参观，理论联系实际

在金属材料和热处理课程中有许多实验， 有些可以在教

室或学校实验室和培训研讨会中进行；如果学校没有条件，可

以利用公司与学校合作的实验条件，如拉伸实验和硬度实验，
可以在学校或企业的材料或力学实验室完成。 在教授钢热处

理知识之前，教师可以在课堂上进行演示实验：将直径约 1 毫

米的弹簧丝切成两段，然后将其放在酒精灯上，同时加热至红

色。 然后将它们放入水和空气中冷却，用手弯曲，以比较两根

丝之间的性能和差异。在水中冷却的钢丝坚硬易碎；在空气中

冷却的钢丝柔软且具有良好的可塑性， 可以卷成圆形而不会

断裂。
另一个例子是钢的火花识别实验， 可以在校园培训研讨

会上完成。 备好四块钢料：低碳钢、中碳钢、高碳钢和高速钢，
可以让学生通过现场演示和解释对磨床进行抛光。 学生很快

就掌握了不同含碳钢的火花特性，并可以通过火花识别材料。
例如，在完成钢的热处理部分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公司

的热处理车间。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帮助学生健全理论知

识体系，培养其专业能力。
综上 所 述，教 师 要 开 动 脑 筋，解 决 金 属 材 料 与 热 处 理 这

门课程的教学难点，积 极 进 行 教 学 研 究 和 创 新 探 索，充 分 发

挥主观能动性，提 高 教 学 质 量，将 每 一 位 学 生 培 养 成 为 专 业

的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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