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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10多年的轻化工程专业理论教学经验与体会,针对染色工艺原理课程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并结合当

前教育发展趋势,探讨了微课这一新的教学方法在该课程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使用微课教学可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使学生更容易理解知识点和掌握相关技能,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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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色工艺原理课程是轻化工程专业本科教学的主

要专业课程,它以纤维化学、染料化学等课程为基础,
各种染料的染色为主线研究各类染料上染织物的基本

原理、工艺及产品质量检测等;了解纺织品染色的发展

趋势及新技术、新工艺,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创新性

思维能力,使之初步具备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该课程具有内容多,染色设备、染料类型多,概念

多,综合性及实践性强等特点,这加大了教学的难度。

1 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在整个轻化工程人才培养中该课程的教学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目前课程开设是在大三的第一学期,
在教学过程中主要存在如下方面问题。

(1)由于产业染色技术及染色设备的更新和发展

都较快,使部分教学内容略显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同时在开始阶段学生的学习

热情很高,但到课程的后半段时一部分学生原有的专

业知识不扎实,以及有部分学生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过

来的,即学生的水平和接受程度参差不齐,从而使部分

学生失去了学习动力和热情。
(2)现有教学模式基本上都是多媒体,而目前教育

是朝着信息化、大众化和全球化趋势发展,使得传统教

学模式受到了信息技术的挑战,满足不了工程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要求。
(3)课后复习抓不准重点。复习是学习中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对染色工艺原理课程的复习常听到很

多学生反应内容太多、太杂,再加上时间紧导致复习时

不知从何开始且容易忘记。往往投入相对较多精力和

时间,但结果却不尽人意。由于平时没有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又没有合适的学习平台,很多学生并没有真

正理解、掌握其中的原理、解题思路;只能靠死记硬背

把重要内容、解题步骤等背下来,而考试时题目稍有变

化就不知如何作答了。最主要的可能是考试一结束很

多内容就忘了。
(4)课程学时和内容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现在

专业课时基本上每年都在减少,该课程本身综合性、实
践性强、难度大,而实践教学的经费相对较少,设备比

较陈旧和受其他一些客观条件制约,这给专业课程的

教学带来了较大压力。为了保证基础理论的授课,每
节课的教学内容都安排得比较紧凑,课堂上师生之间

的互动大大减少,同时也使学生的理论与实践学习有

脱节的迹象。

2 微课在染色工艺原理教学中的应用

微课是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在课堂内外教

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

精彩教与学活动全过程[1-2]。其核心组成内容是课堂

教学视频,同时还包含与该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
素材课件、教学反思、练习测试,以及学生反馈、教师点

评等辅助性教学资源。它们以一定的组织关系和呈现

方式共同“营造”了一个半结构化、主题式的资源单元

应用“小环境”。因此微课既有别于传统单一资源类型

的教学课例、课件,教学设计、反思等教学资源,同时又

是在其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学资源。
在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对整个教学内容进行重

组、细化,根据课程自身特点及人才培养要求制作微课

件和微课教学视频,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或缓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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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3]。

2.1 方便课前自主预习

在上课前老师需要结合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情

况,抓住教学重点、难点,明确教学任务和目标;然后制

作微课视频和课件,将准备好的资料提前上传到微课

上,并引导学生对将要学习的内容进行预习并做好笔

记。

2.2 加强课中师生互动

在课堂上教师根据教学重点和难点创设教学环

境、布置学习任务并提出问题,组织学生自主学习、分
组讨论,对大部分学生存在的问题采取集中讲解。在

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根据学生回答问题情况了解学

生自主学习的效果,并督促学生尽快掌握和消化微课

学习的知识点,做到对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给予及时反

馈、评价。

2.3 提高课后复习效果

课后复习是消化知识的重要一环,学生利用微课

平台可随时随地复习所学知识,对不懂的知识点也可

随时和老师沟通、探讨。最关键的是老师还可以根据

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

量,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 染色工艺原理微课教学案例设计

首先根据课程培养目标及特点进行微课主题选择

及教学设计。例如,以活性染料染色为主题进行微课

设计并撰写制作微教案,主要包括:
(1)教学目标 掌握活性染料的性能、结构特点、

染色原理、染色工艺及方法,以及实际生产中常出现的

染色疵病。

(2)教学方法 采用案例式教学方法,按照认知规

律以工艺为核心,从染料结构性能、原理及染色方法、
工艺再到存在的染疵,层层递进。

(3)教学过程 以实际生产中用活性染料染色出

现染色疵病的色布导入教学内容,然后分别介绍染色

原理、工艺及方法、产生疵病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并设

置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与学生互动,最后对教学内容进

行小结,设计相关习题并录制微视频。在微视频中将

抽象、复杂的染色原理分解成明确的知识点,并明晰知

识点标题,用准确、精炼的语言解释概念,阐述纤维、染
料结构与染色工艺三者间的关系。

4 结语

微课虽“微”但内容很精,时间较短,能让学生有时

间去接受微课教学的内容。在实践中我们的体会是微

课在染色工艺原理课程教学中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

果,对其他工科课程教学有良好的借鉴作用。当然这

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

结经验。

参考文献:

[1] 张 研.微课在“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数
码世界,2017,(2):67-68.

[2] 朱海生.微课在高校教学中的意义、存在问题及对策[J].黑
龙江畜牧兽医,2016,(3):265-267.

[3] 胡志忠,王成华.基于翻转课堂的“模拟电子技术”课程教

学模式改革与实践初探[J].工业和信息化教育,2016,
(4):63-67.

ApplicationofMicro-LecturesinCourseTeachingofDyeingProcess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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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ccordingtothecurr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ofdyeingprocessprincipleteaching,bymeansofthetheory
teachingexperienceinlightchemicalengineeringspecialtyformorethantenyears,combiningwiththecurrentdevelopmenttrendof
education,theapplicationofthenewteachingmethodofmicro-lecturesinthecourseteachingwasdiscussed.Theoryandpracticewere
combinedbymicro-lecturesteaching,thestudentscouldunderstandknowledgepointandmasterrelatedskillseasily,andteaching
effectwas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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