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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及热处理》课程标准

一、课程概述

（一）课程定位

金属学课程在钢铁冶金专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

具备高等技术应用人才所必需的钢铁材料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学生学习专

业知识职业技能，提高全面素质，增强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和继续学习的能力打

下一定的基础。

（二）先修后续课程

后续课程包括《转炉炼钢生产》《高炉炼铁工艺》《连续铸钢生产》《压力加

工概论》等,它们属于能力和知识提升和拓展课程。《转炉炼钢生产》《高炉炼铁

工艺》《连续铸钢生产》让学生了解炼钢炼铁等实际生产，更能深刻理解金属学

课程，《压力加工概论》使学生了解不同钢坏在压力加工过程中的工艺路线。

二.课程设计思路

1、课程设计理念

课程代码 16051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总学时 56 学时， 理论学时 56 学分 4

开设学期 第一学期 适用专业 钢铁冶金技术专业

实施场所 授课方式

课程类型 A 类（理论课）  专业核心课程  其它课程

是否为精品课程 院级精品课/省级精品课/国家级精品课/院内一般课程

合作开发企业 日照钢铁 江苏省沙钢集团 中天钢铁集团

执笔人 解洋

审核人 孙红英、张彩英、孙又银

制订时间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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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工学结合为人才培养模式，

以学生为主体，以工作过程系统化为课程实施结构，以促进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发

展为目标，校企全程共建。

2、课程设计思路

全面贯彻“面向市场、面向就业，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综合职业能力培养

为目标，走产、学、研结合发展道路、校企全程共建”的指导思想，通过与太钢、

长钢、常平等多家企业合作进行课程开发，充分体现课程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开

放性的特点。具体做法是：

（1）校企合作，重新构建以能力培养为重点、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

整合序化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情境

我们与日钢、沙钢等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立足于职业能力分析来构建新课

程体系，选择课程内容，以高炉炉前操作为载体来设计学习情境。

（2）校企合作，由专兼结合的双师团队实施教学

在实施情境教学过程中，成立由专任教师、企业工程师组成的专兼结合的教

师团队，课程采用仿真模拟训练、现场教学等多种方法，融教、学、做一体，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真实环境中培养职业能力，学习专业知识，体现企业文化，

养成职业素养。

（3）充分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从教学环境和氛围上营造企业真实场景，

开展“理实一体化”的教学活动

本课程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和校外实训基地，从教学环境和氛围上营造企业

真实场景，通过实施“情境引领、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开展“理实一体化”

的教学活动，实现工学结合。增强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

了学生的组织协调和合作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4）校企合作，建立多元参与的课程考核全程评价方式

课程考核上，改变过去理论知识和技能分别独立考核、一次性期末考核的方

式，采用结果与过程考核相结合，知识和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的主体包

括专任教师、企业兼职教师、项目小组及客户多元评价主体

三、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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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目标

1、了解金属与合金的结构与结晶的基本知识、热处理的工艺方法及应用；

2、理解铁碳合金相图的有关知识；

3、掌握钢、铁的分类、钢铁材料基本理论知识。

（二）能力目标

1、掌握钢铁材料的化学成分、组织结构与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变化规率；

2、能正确应用铁碳合金相图，合理选用热处理工艺方法；

3、熟悉常用钢铁材料的主要性能与应用并具有正确使用常用钢铁材料的能

力。

（三）德育目标

1、初步具备辩证思维能力；

2、培养学生热爱劳动，文明生产，环境保护和质量效益的意识；

3、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

四、课程内容

表 1 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表

学习情境
学习任务 学习内容 学时分配

名称 子情境

情

境

1

常见

金属

的浸

提结

构与

结晶

常见金属的晶

体结构，实际

金属的结构

了解常见金属的晶

体结构，实际金属的

结构

1、理解三种典型的金属晶

格类型，熟练掌握晶面和晶

向指数的表示方法；

2、了解实际金属晶体结构

缺陷及对性能的影响

4

纯 金 属 的 结

晶；金属铸锭

组织

了解纯金属的结晶；

金属铸锭组织

1、理解金属的实际晶体结

构

2、掌握铸锭组织的形成

6

情

境

2

铁碳

合金

相图

与碳

钢

相图分析
掌握铁碳相图的重

要点线面

1.金属的同素异构转变；

2。碳对铁碳合金组织和性

能的影响规律；掌握铁碳合

金相图的应用方法；

8

碳钢
了解碳钢钢锭及连

铸坯的组织和缺陷

1. 碳钢钢锭及连铸坯的组

织和缺陷
6

情

境

3

钢的

热处

理

钢的热处理原

理

了解钢的热处理原

理

1.热处理的概念

2.目的及应用

3.热处理的基本原理

6

钢的热处理工 掌握钢的热处理工 1. 理解退火、正火、淬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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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艺 回火的目的、方法及实际应

用；

3、了解钢的其他热处理工

艺方法及应用

情

境

4

合金

结构

钢与

特殊

性能

钢

合金结构钢 掌握合金结构钢

1.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

2.低合金结构钢

3.机械机构用合金钢

6

特殊性能钢 掌握特殊性能钢

1.不锈钢

2.耐热钢与高温合金

3.耐磨钢

4

情

境

5

铸铁
铸铁的分类及

特点

了解铸铁的分类及

特点

1 铸铁的分类及特点

2.灰铸铁，球墨铸铁，可锻

铸铁及蠕墨铸铁

5

石墨化以及影

响因素

了解石墨化以及影

响因素

1.理解石墨化及其影响因

素；

2.掌握灰口铸铁、球墨铸

铁、蠕墨铸铁、可锻铸铁和

合金铸铁的牌号、性能及应

用

5

五、课程实施

（一）教学设计

（一）金属的力学性能

1、理解强度、塑性、硬度、韧性的概念及其意义；

2、了解金属疲劳的概念；了解主要性能指标的实验方法及应用；

3、了解密度、熔点、导电性、导热性、导磁性、耐腐蚀性、热稳定性的概

念及其应用；

4、了解铸造性能、锻造性能、焊接性能、切削加工性能的概念及作用。

（二）纯金属与合金的晶体结构

1、理解三种典型的金属晶格类型，熟练掌握晶面和晶向指数的表示方法；

2、理解金属的实际晶体结构；

3、了解实际金属晶体结构缺陷及对性能的影响；了解合金的两种相结构及

性能特点。

（三）纯金属与合金的结晶

1、理解过冷度的概念、影响因素及结晶的热力学条件；

2、理解自发形核与非自发形核、形核率与长大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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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金属结晶过程及晶粒大小的控制方法；了解匀晶相图、共晶相图、

包晶相图的特点及规律；学会杠杆定律的应用方法；

4、理解、掌握二元匀晶，二元共晶、二元包晶相图中典型合金平衡及不平

衡结晶过程及组织；了解其他类型相图的特点及规律。理解枝晶偏析与密度偏析

产生的原因及对性能的影响；

5、掌握枝晶偏析与密度偏析的消除方法。掌握铸锭的组织和铸造缺陷。

（四）金属的塑性变形与再结晶

1、了解金属塑性变形的方式和机理；

2、掌握冷塑性变形对金属组织和性能的影响及强化金属的途径；

3、理解冷塑性变形金属在加热时组织和性能的变化。

（五）铁碳合金相图

1、理解金属的同素异构转变；

2、掌握碳对铁碳合金组织和性能的影响规律；掌握铁碳合金相图的应用方

法；

3、了解碳钢钢锭及连铸坯的组织和缺陷。

（六）钢的热处理

1、了解热处理的概念、目的及应用；了解热处理的基本原理；

2、理解退火、正火、淬火、回火的目的、方法及实际应用；

3、了解钢的其他热处理工艺方法及应用。

（七）低合金钢与合金钢

1、了解合金钢的分类和牌号表示方法；

2、理解合金元素对钢的组织和性能的影响；

3、掌握常用合金结构钢、合金工具钢的牌号、性能和应用；

（八）铸铁

1、了解铸铁的分类及特点；

2、理解石墨化及其影响因素；

3、掌握灰口铸铁、球墨铸铁、蠕墨铸铁、可锻铸铁和合金铸铁的牌号、性

能及应用。

（九）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1、了解铝合金与铜合金的分类及常用铝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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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铜合金的牌号、性能和应用。

（二）实施方法

1、角色变化法

在不同的情境学习阶段，教师与学生扮演的角色不同。通过不同角

色的转换，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其职业能力的发展。

学生： 操作新手—操作能手—技术能手—创新能手—创新工长

教师： 讲授（演示）者—指导者—咨询者— 参与者—合作者

2、仿真（模拟）教学法

将课堂设在教学车间，感受现场生产氛围，反复训练需要掌握的技

能，将理论知识作为实践的背景，教中学、学中做，做后提高，从而爆发出难以

想象的能量。

3、现场教学法

将课堂设在生产现场，体验现场生产的真实环境，真实训练需要掌握

的技能，做真事，真做事，理论实践高度融合。

4、情境引领、任务驱动教学法

以每个学习情境中任务有效完成作为教学的目标，课堂教学和实践教

学围绕项目任务的解决而展开。

5、引导文教学法

引导文教学法是借助一种专门的教学文件（即引导文）引导学生独立

学习和工作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文件中包括一系列难度不等的引导问题。学生通

过阅读引导文，可以明确学习目标，清楚地了解应该完成什么工作、学会什么知

识、掌握什么技能。在引导文的引导下，学生必须积极主动地查阅资料，获取有

意义信息，解答引导问题制订工作计划、实施工作计划、评估工作计划，避免了

传统教学方法理论与实践脱节、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弊端。采用此种方法的

目的是促进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发展。

五、课程考核

1、采用平时形成性考核与期末闭卷考试相结合的考核形式

2、理论考核：实验考核=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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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考核中，平时考核：期末考核=30%：70%

4、实验考核中，平时考核：期末考核=50%：50%

六、实施条件要求

（一）师资队伍要求

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应具备以下相关知识、能力和资质：

 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专任教师）；

 熟悉相应行业标准和工艺规范。

本课程师资由专兼职教师共同组成。课程中 20%以上的教学任务由兼职教师

承担。

（二）教学场所要求

1、教学环境

多媒体教室：1间；

仿真实训室：1个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2个；

每名学生配备必要的劳保用品。

2、设备要求

山东星科炼铁仿真系统 1套，炼钢系统 1套。

七、课程资源

图书馆资源：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多种专业杂志、炼铁参考

书

实训室资源：课件、操作规程、案例报告、图片、录像、仿真（模拟）

系统、电子教案、电子教材、设备图纸、现场真实工作情况记录、引导文、指导

书、部分专业杂志等

实训基地资源：生产设备、生产资料等

积极利用、各大网站等网络资源，可使教学内容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

变，使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拓展成为可能。

八、课程制定依据

说明依据的职业任职要求、岗位资格标准以及高职教育理论等。

九、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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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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