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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背景下《冶金学（二）》线上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化学化工系 任宏瑞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正常教学的影响，我校启动了线上教学方式。线上教

学作为疫情时期的特殊教学方式，保证了我校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本文基于疫

情期间冶金工程专业课程《冶金学（二）》的线上教学实施情况，从线上教学的

课程设计、实践过程以及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思考。

一、课程特点

《冶金学（二）》课程是冶金工程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冶金学（二）》

主要是有色冶金的内容，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常用有色金属的性质、用途

以及有色金属冶炼工艺的发展动态；掌握常用有色金属的冶炼工艺、原理、主体

设备的构造和技术经济指标控制。本课程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专业学习和科研工作事半功倍，最终达到培养学生进行生产实践及科学研

究的综合素质。

（一）课程内容复杂，基础知识要求高

有色金属有 60多种，可分为重金属、轻金属、贵金属、稀有金属、半金属

等，这些金属的密度、熔点、化学活性、矿物赋存类型等差异很大，导致它们的

提取工艺多样、冶炼流程各不相同，涉及的火法冶炼过程包括熔炼、吹炼、焙烧、

精馏、煅烧、氯化等，湿法冶炼过程包括（常压、加压、生物）浸出、萃取、溶

出、分解、沉淀、蒸馏等，电冶金过程包括电炉熔炼、电解精炼、电解沉积、硫

化矿电解等。此外处理对象还涉及原生独立矿、共伴生矿、低品位矿、冶炼粉尘、

废渣、废杂再生金属等等。原料品位赋存状态等不同，决定所采用的工艺流程和

冶炼设备的不同，通常还需要不同冶炼方法、多个冶炼流程和过程单元之间的相

互配合。这些工艺的理解对学生的基础知识要求高，如《冶金物理化学》、《化

工原理》等课程知识。针对这个特点，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将课程内容进行了精

选，在有限的 32学时内，只对铜冶金、锌冶金、铜冶金和钛冶金进行介绍，这

四种有色金属涉及到了不同的提取冶金方法。

（二）工程性强，课堂学习理解困难



学生通过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金属的提取冶金过程的学习，掌握了一定的提

取冶金原理，但是对实际的生产过程和冶金企业实际的工艺操作了解甚少。针对

这个特点，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传送一些生产实践的视频。争取在后续的

改革中，可以增加一些相关的实践课程。

二、线上教学设计思路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模式是“课前预习＋课中授课＋课后复习及扩展学习”三

个环节开展的。按需调整教学目标，充分发挥线上授课优势，提高课前预习比重

和课中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通过任务模式推动学生自主学习，

调动学生积极性；课后作业完成方面，针对学生的不同问题给出精确的批改意见，

使得过程性评价考核更加科学合理。

三、线上教学实践过程

（一）课前环节

为了保证线上教学的顺利开展，课前准备工作尤显重要。本课程的教学平台

主要选用“学习通”和腾讯会议等。由于疫情防控，学生手中无教材，完全依靠所

建平台学习，所以，平台的内容需要更加详细。对于课程知识，在平台资料中，

我上传了教材电子版、进度表和教学大纲，如图 1。在章节中，每一章都上传了

对应的教材和内容比较完整的课件，以及自己录制的教学视频，如图 2。对于学

生的学习过程，我在开课前利用 1个学时，在腾讯会议，给学生讲解了“化学化

工系 2019级冶金工程专业《冶金学（二）》网上课程阶段学习任务单”，主要引

导学生知道自己课前、课中和课后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并对每个学习任务的考

核方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如图 3。

图 1 “学习通”平台资料中上传资料



图 2 “学习通”平台资料中上传资料

图 3 学习任务单截图

在熟悉了线上学习的流程后，对于每节课，我会在提前 1~2天发预习通知，

提醒同学们做预习笔记，如图 4。



图 4 “预习通知”及学生提交预习笔记截图

（二）课中环节

1、学习通签到并安排本节课任务。事先设置签到活动，按时发布签到，通

过设定不同的签到方式以增加趣味性。在班级群里安排本节课的任务，如图 5。

图 5 班级群通知截图



2、预习笔记互评。通过学生们之间互评预习笔记，让同学们互相取长补短，

同时加深对知识点的了解。

3、课程知识的学习。主要是对录制视频的学习。根据课程特点以及网络局

限的情况，我录制了完整教学视频，给大家提供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同学们

可以随时随地多次观看课程的视频，哪里没听懂点哪里，帮助同学们理解课上内

容，如图 6。

图 6 课程视频学生多次观看情况

4、课堂作业。在视频学习完后，发布相关作业，帮助同学们对知识点的理

解，如图 7为课堂作业。

图 7 课堂作业

5、课堂互动交流。如图 8所示。



图 8 互动交流

（三）课后环节

由于同学们线上课程较多，所以我安排的课后环节较少，每章结束后同学们

完成章节测验或章节总结。

四、线上教学反思

（一）教学视频时间较长，课程思政缺乏。

本次线上教学，由于同学们无教材，所以教学视频录制比较长，不符合精品

课程要求，视频中课程思政内容也比较少，在后续的教学中对这两项进行改进。

（二）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相较于传统线下教学，线上教学更能反映和暴露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自主

学习能力。如果教师设计的教学方式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加上在线教学

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容易引起学生的视觉疲劳，使得学生课上参与讨论的积极

性不高。随着在线课程的增加，线上活动频繁，学生的消极情绪逐渐显现，加上

部分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不够，学习积极性逐渐下降，从而影响到线上教学效果。

针对这一难题，解决的方法主要有：（1）教师通过平台所提供的在线学习

人数、交流互动和讨论数据，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2）通过分析学生课

堂活动、课堂作业完成情况，及时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3）采用多种多样的



评价方式，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虽然此次疫情对高校的正常教学造成一定影响，但却极大地推动了线上教学

的进程，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建立科学、高效的线上课程运行模式，是

高校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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