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科专业纺织材料学课程教学新模式初探

胡凤霞,陈玉霞
(安徽农业大学 轻纺工程与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230036)

摘 要:根据纺织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开设纺织材料学在课程体系中的作用和课程性质的不同,通过更新优化

教学内容,合理安排教学重点,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将传统的理论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等教学改革创新,不仅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拓展了其知识视野,而且也有利于学生学习、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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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材料学是纺织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

课,学生对其内容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到对纺织工程

其他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及专业选修课的学习。由于

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其实践环节相当重要。我校林学

与园林学院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是2010年新开设

的专业,学生主要学习高分子材料、生物质资源材料、
复合材料、材料装备学等有关材料科学的基本理论和

基本知识;要求具有能在天然生物质材料、环境友好材

料、复合材料、功能材料及新型材料利用等领域,从事

研究、教学、科技开发及相关管理工作的基本能力。纺

织材料是众多材料中的一员,而功能性纤维材料又是

纺织材料中的一员,故而在功能性纤维材料利用方向

的课程设置中也开设了纺织材料学,属专业方向选修

课,由纺织工程系老师授课。由于课程性质不同、授课

课时不等,故授课时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和优

化,同时探索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理论课教学内容调整与优化

在大学教学中每门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某一方面

能力,因此应与其他课程有很好的协调衔接,才能系统

地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课程体系就是指同一专业的

不同课程按照门类顺序排列,是教学内容和进程的总

和,且决定了学生通过学习将获得怎样的知识结构。
依据培养方案纺织工程专业的纺织材料学是第五学期

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双语教学共64课时。先修课程都

是一些科类基础课如高等数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等,而纺纱学、机织学、织物组织与结构、纺织品印染都

是其后续的专业核心课和专业选修课程。所以纺织材

料学是纺织工程专业学生最早介入的一门专业课程,
其教学内容应是最核心的理论和技能,在课程体系中

的作用举足轻重。授课时主要阐述各种纺织材料的基

本结构、基本性能,材料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及基本

检测方法,从而为纺织产品质量控制和新产品设计奠

定基础;授课采用中英文PPT和中文讲解相结合,同
时介绍国外一些纺织类学校,推荐学生阅读英文资料,
以拓展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国际视野。

林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纺织材料学是在第六

学期开设共40学时,其前修课程有高分子材料学、高
分子化学与物理、复合材料学、植物纤维化学,后续课

程有化学纤维概论、功能性纤维,且课程性质属专业方

向课。由于课时缩减,课程受众不同,且在前修课程中

已学习了不少与纤维有关的知识;因此教学内容侧重

于植物纤维的结构和性质,化学纤维特别是高性能、高
功能纤维的制造、结构和性质。同时还根据纺织材料

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变化,及时吸收先进的科技成

果,与时俱进地更新理论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掌握纺织

新理论、新工艺、新设备及新型纺织材料。

2 实践课教学内容调整与优化

为帮助学生理解一些抽象的理论知识,让学生了

解纺织材料的结构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仪器及检验

标准,实验环节必不可少。这也为学生今后开展科学

研究、学好后续课程奠定了基础,为培养高素质、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强的业务与管理人才提供了保证。纺

织工程专业的纺织材料学实验共40学时,开设13个

实验,主要有纺织纤维鉴别、纤维、纱线和织物的性能

测定。而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纺织材料学实验共15
学时,开设5个实验;除纺织纤维鉴别外,侧重于化学

纤维的纺丝成形和短纤维纺纱加工等设计性、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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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包括涤纶纤维熔融纺丝、腈纶/丝素共混湿法纺

丝、聚氨酯纤维静电纺丝实验,黏胶短纤的纺纱成形。
经过理论和实验教学内容的调整优化,更加契合了功

能性纤维方向学生的培养目标。

3 教学新模式探索

纺织材料学的教学突出了纺织和材料学科的特

色,即以结构和性能为主线,挖掘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

系,强化“形、性、能”的表征与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教学过程中依托多媒体课件、校内网络教学管理平

台等现代教学手段,将相关教学资讯、网络课件、仿真

实验实现网络开放,并借助BBS和电子邮箱使学生获

得大量的学习资源和行业发展动态。如课后及时上传

多媒体教学课件,便于学生复习课堂讲授内容;图片库

帮助学生对纤维的微观结构获得感性认识;提供新纤

维、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应用资料及链接,使学生在最

短的时间内接触到纺织材料发展的最新信息,充分调

动其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定期布置一些讨论题目,在
网络课堂发起讨论,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增进

师生间的交流;上传实验录像等资料,对实验教学起到

了良好的辅助作用。
除网络教学平台外,还将传统的课堂教学延伸到

实验室、科技报告厅、商场、企业、展会、权威检测机构。
实验室全天候开放,鼓励学生课余时间多参与大学生

科技创新实践、挑战杯、兴农杯等科技活动和教师的科

研活动。为让学生课外时间遇到问题能得到老师的及

时辅导,纺织系白天、晚上都安排有一名教师值班,每
周六下午召开一次交流会,让学生汇报一周的收获、心
得及后期的计划安排。邀请校内外知名专家、教授、杰
出校友做科技报告,让学生了解纺织行业的最新动态,
拓展视野提高学习兴趣。定期参加纤维面辅料展览,
到商场、企业进行调研,了解当今流行的面、辅料材质,
并分析其组织结构、测试其基本性能。在去企业调研

的过程中学生能亲临生产一线,了解纺织材料的制造、
加工过程,增加感性认识,这有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每年组织学生去安徽省纤维检验局、安
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参观,了解纺织材料结构和性能

测试的先进设备和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
学生在学习完纺织材料学理论与实验课程后,自

主选择开发一种纺织面料。通过市场调研、资料检索、
实验方案设计、实验、撰写设计报告等多个环节,最终

提交作品给指导教师。该过程有助于学生了解市场面

料流行趋势,培养新产品开发能力,也为以后的毕业设

计和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4 结语

根据学生专业不同,在课程体系中的角色不一,对
纺织材料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做出相应调整;同时让教

学手段、模式与时俱进,不断突破创新,使得在两年的

教学实施过程中学生学习更加积极主动,其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教学效果显

著,能够达到人才培养方案的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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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ofTeachingNewModelofTextileMaterialsCourse
HUFeng-xia,CHENYu-xia

(CollegeofLight-textileEngineeringandArt,AnhuiAgriculturalUniversity,Hefei230036,China)

  Abstract:Accordingtothedifferentfunctionsandcoursetypesoftextilematerialscourseincoursesystemsbasedontextileengi-
neeringspecialtyand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specialty,theteachingreforminnovationmeasureswereproceededincluding
updatingteachingcontent,reasonableteachingfocus,usingmodernteachingmethodsandpracticalteaching.Itimprovedthestudents'
interest,expandedthehorizonsofknowledgeandenhancedstudents'learningability,practicalabilityandcreativ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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