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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通识课《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 
混合式教学初探 

苗  青 

（上海电机学院 材料学院  上海  200245） 

摘要：新工科背景下，通识课程《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面向新工科人才培养，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从学生的学习行为出发，
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设计和实施全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改革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培养了大学
生的科学素质和创新精神。 

关键词：新工科；通识课程；学生中心；混合式教学 
 
1 课程背景 

2017 年 2 月，教育部推进“新工科”建设，“新工科”建设的首要

任务是人才培养，“新工科人才”之“新”的内涵应该集“新知识”、“新

思维”、 “新素养”的统一，以适应和引领未来的工程发展。“新知识”

应该包含最新知识技术方法及其机制和理论。“新思维”指具有多学科

交叉的意识，能够多学科空间观察、思考问题；“新素养”是指具有融

合时代气息的使命感和价值取向。 

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养成“具备核心共通知识的”、“有教养的”、“健全

的”人，能够有效弥补专业教育的不足，通识课程是实现“全人”培养和

“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重要课程类型。目前，全国各高等院校都十分重视

通识选修课的开设，但通识课的课堂上普遍存在学生上课不积极、思维游

走、聊天、睡觉甚至缺课的现象。学生的学习行为是教学设计的基础和依

据，从学生的学习行为出发，根据课程特点设计全新的教学模式，以提升

通识选修课的授课质量，为“新工科人才”培养添砖加瓦。 

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内容广泛，内

涵丰富，知识更新速度快，《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是囊括以上内容的

自然科学类通识选修课。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旨在拓展学生的科学

知识、陶冶学生的科学情趣、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 

2 教学改革整体设计 

本课程 2015 年春季学期首次开课，每学年春季及秋季学期均成功

开课，迄今为止，开课已有 7 年时间，累计选课人数达 1000 人以上。

课程的选修学生来自不同的学院、专业及年级，个人知识背景及能力差

异性较大，因此，必须深入研究学生的学习行为，并结合课程特点设计

与实施全新的教学模式。 

新工科背景下，本课程继承通识课“全人”培养之要义，以学生学

习为中心，从学生的学习行为出发，以“知识、能力、素养”一体化目

标为指引，从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全

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全流程立德树人，以此实现通识课程教学改革对

“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培养新工科人才“终身学习”的好

习惯，适应新时代工程发展变化之需。 

3 教学改革举措 

3.1 线上教学资源建设 

基于已有的线下教学文件资料，制订适应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可

操作性强的教学大纲、教案等资料；建设资料详尽、具有学术前沿气息

和创新活力的课程网站(基于智慧树平台）。 

建设资源有：①智慧树教学平台上自建翻转课，建设有对应教学大

纲的全部章节的微课教学视频；② 课前预习资源、课后习题、答案及

评分标准、课后讨论题目等资源。③基于课程内容构筑“纳米材料分析

及测试技术线上资源库”，制作视频讲解纳米材料分析测试方法及相应

设备仪器操作，包括：扫描电子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纳米薄膜溅射

设备、纳米压痕测试仪等相关仪器及设备。 

3.2 教学内容深化 

以“一流课程”建设标准“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为

标准，构建“通专结合”的通识教育课程。通识教育强调的“自由”是

精神层面、人格的自由，可以不拘泥于上课的场所、时间及教学形式，

但教学内容上必须有明确的主线思想相贯穿，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基于此，构建对“通”有裨益，对“专”有提升“通专结合”的通识课

程。具体有：①引进热点问题，构建独具特色的课程内容；②增加具有

普遍意义、但具有理论难度的教学内容；③注意知识的内在逻辑性，构

建循序渐进的课程内容体系；④拓展课程广度和深度并进行有机结合，

深入挖掘和融入课程思政点。 

3.3 教学方法创新 

依据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特点，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对

策，具体有： 

1、案例教学法 

构建具有“趣味探索、理性思维、价值引领”三重特点的教学案例，

可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规范学术道德，造就卓越能力，培育健全人格。

融入思政元素，在课程内容中设置“中国+纳米”版块，强调立德树人，

实现教育全程育人。 

2、分组讨论式教学 

三人行必有我师，推行启发式的自我学习。通过“小组学习”、“团

队合作”，结合“案例教学法”，融入基于创新能力和思政元素的教学

案例及任务，促进学生相互影响，共同学习，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

主开启知识学习和思政教育，使学生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比如，“为

什么黄金细化到纳米尺度，纳米金变成黑色的呢？”让学生自己去从生

活中寻找答案，讨论之后重新构建对纳米材料光学性质的认识。借助先

进的教学手段“雨课堂”，活跃课程气氛，借助题目、调查问卷等形式

及时收集到学生的疑惑及时答疑解惑，汇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现对学

生科学素质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3、换位教学法 

上课时教师和学生对换位置，让学生参与教学，由学生主讲、教师

点评，可及时获得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反馈，例如，“纳米科技的应用”

章节，作为换位教学的试点内容，组织学生围绕纳米科技与人类衣食住

行的关系进行资料调研、课件制作，然后在课堂上现场讲解，促使难点、

疑点问题剖析更透彻，学习更深入。 

4 教学改革成效 

面向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通识课《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混合式教学

初探成果及成效如下：建立了完整优质的课程资源、层次分明、卓有成

效的课程架构，创新型线上线下课程“共通共融”实践模式、科学规范

的教学文件，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成效，对后续开展本

课程教学的教师也具有普适性和执教能力提升作用，对于其他的自然科

学类通识课程教学具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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