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材料及成型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工程材料及成型技术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 Engineering material and forming technology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6/3/2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4 

先修课程： 机械制图、金工实习等  

授课时间：周一 5,6,7节 授课地点：松山湖 7B-205 

授课对象： 2016级/机械卓越 2班 

开课院系： 机械工程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祝闻/讲师 

联系电话：13802459971/77872 Email:zhuwen@dgut.edu.cn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上课课室课前，课后现场答疑，或电话、QQ和微信等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工程材料与成形技术基础》，庞国星主编，第 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6 

教学参考资料：《机械工程材料实验与习题》，初福民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机械工程材料》，王运炎、叶尚川主编，第 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一门技术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使

学生获得常用机械工程材料、热处理以及成形技术的基本知识，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毕业设计以及将来从事

专业生产技术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课程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常用机械工程材料的成份、组织、结

构和性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和变化规律，初步掌握

工程材料的性能与应用 

2.使学生具有合理选择机械零件、模具零件材料的

初步能力； 

3. 理解金属材料热处理的基本理论，熟悉常用热处

理工艺的应用，使学生具有选择机械零件、模具零

件热处理方法和确定其工序位置的能力； 

4.熟悉各种材料成形工艺方法的工艺特点及应用范

围，具备合理选择毛坯成形工艺的初步能力； 

5.具备运用材料工程和材料加工工程的基础知识解

决机械工程中的材料问题的初步能力。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可多选）： 

 

█核心能力 1. 应用数学、基础科学和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知识的能力； 

█核心能力 2.设计与执行实验，以及分析与解释数

据的能力； 

█核心能力 3.机械工程领域所需技能、技术以及使

用软□硬件工具的能力； 

█核心能力 4.机械工程系统、零部件或工艺流程的

设计能力； 

□核心能力 5. 项目管理、有效沟通协调、团队合

作及创新能力； 

█核心能力 6. 发掘、分析与解决复杂机械工程问

题的能力； 

□核心能力 7．认识科技发展现状与趋势，了解工

程技术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

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核心能力 8．理解职业道德、专业伦理与认知社

会责任的能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式 作业安排 

1 

课程介绍；材料及成

形技术发展史；工程

材料的分类及其力

学性能 

 

3 
课程学习方法、特点及重要性；材料的分类；工程

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重点学习材料的强度、硬度

及塑性）。 

 

讲 授 ，

课 堂 练

习 

 

2 

纯金属的晶体结构；

金属的结晶与同素

异晶转变 

 

3 

晶体学基础知识；三种典型晶体结构；晶面、晶向

指数和晶格致密度；金属的实际晶体结构；纯金属

的结晶（冷却曲线、过冷度以及结晶过程分析）；

金属的同素异晶转变现象 

 

讲 授 ，

课 堂 练

习 

 

3 
合金的结晶与二元

相图 

3 
合金的结晶（相关名词、合金相结构及结晶过程）；

二元相图。 

讲 授 ，

课 堂 练

习 

 

4 铁碳合金相图 
3 铁碳合金的基本相与性能，铁碳合金相图的分析及

应用；含碳量与铁碳合金组织与性能的关系。 

讲授 作业一 

5 钢的热处理基础 

3 
钢在加热时的转变过程；钢在冷却时的转变过程及

产物；马氏体。 

讲 授 ，

课 堂 练

习 

 

6 

钢的普通热处理；钢

的表面热处理及热

处理工艺的应用 

3 退火、正火、淬火与回火的工艺方法及应用；表面

淬火、化学热处理；常见热处理工艺缺陷及热处理

的应用。 

 

讲授 

 

作业二 

7 工业用钢；铸铁 

 

3 

钢的各种分类；工业用钢牌号表示法；合金元素在

钢中的作用；工程结构用钢、机械结构用钢、滚动

轴承钢、工具钢及特殊性能钢；铸铁的分类；铸铁

的的石墨化；灰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及蠕墨

铸铁 

讲 授 ，

课 堂 练

习 

 

8 

非铁金属材料与硬

质合金；压力加工理

论基础 

 

3 

铝及铝合金；铜及铜合金；硬质合金；压力加工方

法分类。金属塑性变形实质；冷变形强化；金属可

锻性及变形规律 

讲 授 ，

课 堂 练

习 

 

9 
锻造、挤压、拉拔、

轧制、板料冲压 

 

3 

自由锻造、模锻、挤压及拉拔的工艺方法特点、加

工设备及产品类型；轧制工艺方法特点、产品类型；

冲孔、落料、弯曲、拉深等冲压工艺的特点、设备 

讲 授 ，

课 堂 练

习 

 

10 铸造成形理论基础； 
3 液态合金流动性与充型能力、收缩、缩孔、缩松铸

造内应力以及气孔等； 

讲授  

11 零件的失效分析与

表面处理；材料成形

 失效的形式、失效分析、表面处理方法介绍；四个

选择原则；零件的材料与成形工艺选择实例。 

  



工艺选择；课程复习 2 讲授 

合计 32    

实践教学进程表 

周次 实验项目名称 学时 重点与难点 
项目类型（验证/

综合/设计） 

教学 

方式 
 

11 
金属材料的硬度

实验 

 

2 

洛氏硬度与布氏硬度的试验原

理和适用范围；硬度计操作方

法。 

 

验证性 

演示；动

手测试 

课表时间

/12A305 

12 

铁碳合金平衡组

织及碳钢热处理

后的显微组织观

察和分析 

 

2 

铁碳合金基本相和组织组成物、

典型的平衡组织分析；观察和分

析碳钢几种典型的显微组织特

征 

 

 

综合性 

 

演示；动

手；观察和

分析 

 

课表时间

/12A305 

  合计： 4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 权重 

阶段综合性作业（共

两次，课外完成） 

1. 评价标准：习题参考解答。 

2. 要求：保质保量、独立、按时完成作业。 

每次 5%，共

10% 

实验 

1. 评价标准：实验态度，实验报告的规范性、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

回答实验思考题的正确性。 

2. 要求：准确记录实验数据，按照实验报告要求对实验数据进行合

理分析，回答实验思考题。 

共 10% 

出勤 
1. 评价标准：课堂教学时间和实验教学时间。 

2. 要求：按时参加每次上课和实验。三次以上未出勤者无该成绩。 
10% 

期末考核（闭卷） 
1.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解答。 

2. 要求：能灵活运用所学课程知识，独立、按时完成考试。 
70% 

大纲编写时间：2018-3-1 

系（部）审查意见： 
 

 

我系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部）主任签名： 郭建文                        日期： 2018 年  3 月 26 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 3-5 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解、运用、

分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部分复制

（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