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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材料及成型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与任课教师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工程材料及成型技术 课程类别：必修课■选修课□ 

学时/学分：48/3 其中实验学时：8 

授课时间:周二 5-7节;  授课地点：7B-205 

任课教师姓名：粟志娟 职称：副教授 

开课单位：机械工程学院                  适用专业年级：2014级机械卓越班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课前、课后、交流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专业(卓越工程师班)的一门技术基础课程。

本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是培养学生具有常用机械工程材料及其热处理的基本知识，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将来从事专业生产技术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 

三、课程目标 

结合专业培养目标，提出本课程要达到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 

１.使学生熟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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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掌握机械工程材料的性能与应用，具有合理选择机械零件、

材料的初步能力。 

２.让学生熟悉金属材料热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常用热处理工艺的应用。 

３.使学生具有选择机械零件热处理方法和确定其工序位置的能力。 

本课程担负着培养学生工程素质。作为工程专业学生，应重视本课程在专业

中的地位，本着对专业、未来、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搞好本课程学习。体现在学

习过程中，具体要做到：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培养学习兴趣，认真完

成每个学习环节，使自己成为受社会所欢迎的工程技术人才。 

四、与前后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主要有：机械制图、金属工艺学（实习）、机械设计等；

后续课程为机械制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 

五、教材选用与参考书 

1、选用教材： 

卢志文主编.《工程材料及成形工艺》.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7月. 

2、参考书： 

王运炎、叶尚川合编.《机械工程材料》.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6月. 

王运炎主编.《工程材料实验指导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 8月. 

史美堂主编.《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9月. 

朱张校主编.《工程材料》.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 8月.  

六、课程进度表 

周次 教学主题 要点与重点 要求 学时 

1 
1.工程材料概述 工程材料分类;工程材料生

产工艺 

了解 
2 

2 

2.材料的性能; 

 

 

金属材料的理化性能，金属

工艺性能，力学性能等 

 

了解: 

金属工艺性能的概念；金属铸

造性能、压力加工性能、焊接

4 



 

 2 

 

 

 

3.材料的结构 

 

 

 

晶体基本知识及金属与合

金的晶体结构。 

 

性能、切削加工性能和热处理

工艺性能 

等; 

了解: 

纯金属的晶体结构（晶体与非

晶体的概念，金属常见的三种

晶格类型）; 

合金的晶体结构（合金及其组

元、相、组织的概念） 

3-4 

4.金属与合金的结

晶 

主要介绍材料的晶体结晶

及二元合金相图。具体包

括： 

 

 

 

铁碳合金的基本相、相图及

其在生产中的应用。 

了解： 

纯金属的结晶。 

合金的结晶。 

二元合金相图的基本类型。 

相图与合金性能的关系。 

铁碳合金的组元与基本相。 

Ｆe─ＦeＣ相图。 

铁碳相图在生产中的应用。 

6 

5-6 

5.金属材料的热处

理 

 

 

 

 

 

 

 

6.钢铁材料 

钢的热处理基本原理及其

工艺和应用。 

 

 

 

 

 

 

钢: 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

用,合金钢的分类、编号。

合金结构钢。合金工具钢。

特殊性能钢。 

了解： 

钢的热处理概念。 

钢的热处理原理。 

钢的热处理工艺（钢的退火与

正火；钢的淬火与回火；钢的

表面淬火；钢的化学热处理）。 

常见的热处理缺陷及热处理

零件的结构工艺性。 

热处理技术条件简介。 

了解： 

钢的分类、编号及应用 

6 

7 

6.钢铁材料 

 

 

铸铁: 铸铁的分类和编号。

灰口铸铁。球墨铸铁。可锻

铸铁。蠕墨铸铁和合金铸铁

简介。 

了解： 

铸铁的分类、编号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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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7.有色金属及其合 

金 

 

8.非金属材料 

 

9.铸造 

 

铝合金;铜合金; 轴承合

金; 

 

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 

 

砂型铸造工艺;铸件的结构

工艺;特种铸造 

了解：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分类、编

号及应用 

高分子材料;陶瓷材料;复合

材料及应用 

了解： 

铸造工艺及铸件的应用 

6 

10-11 

10.金属塑性成形 

 

11.焊接 

金属塑性成形的理论与生

产方式: 锻造与冲压 

焊接过程与方法; 

焊接质量;常用材料的焊接 

了解： 

锻造与冲压工艺及应用 

了解：焊接工艺及应用 
6 

12-13 

12.典型零件的选材

与工艺路线分析 

1）选材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2）典型零件的选材与工艺

路线 

了解: 

典型零件的选材与工艺路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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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验 1)金相试样的制备和金相

显微镜介绍 

2)铁碳合金平衡组织观察。 

注:实验总学时 8 学时;具体

实验时间由实验室安排 4 

15 实验 3)硬度测量  2 

16 

实验 4)钢材热处理组织观察。 

5)铸铁和非铁合金组织的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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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    

小计    48 

七、教学方法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者，教学方法是决定施教效果的主要因素。 

培养学生的工程素质和能力是本课程的核心任务，素质和能力的形成是通过

本课程的不同教学环节来实现, 本课程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实验、课外练

习（包括概念题、计算题及综合题 15-20题）和考核。通过各个教学环节的执行，

重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以及动手能力 

八、对学生的学习要求 

1、学习本课程的方法、策略及教育资源的利用。 

不易学是本课程的特点，原因来自多方面，如学习内容、态度、方法等，其

中态度、方法是关键因素。 

态度决定一切。正确的学习态度应是勤字当头，善于思考，知难而上。由于

课程内容的前后关联性较强，故从学习一开始就要弄清每个知识点，不留学习死

角。反之，懈怠与知识链断裂是导致学习滑坡、失败的主要诱因。就学习方法而

言，及时的预习、复习、做题是至关重要的。 

2、学生必须阅读的论著，建议学生阅读的论著。 

卢志文主编.《工程材料及成形工艺》.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年 7月. 

王运炎、叶尚川合编.《机械工程材料》.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6月. 

王运炎主编.《工程材料实验指导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 8月. 

史美堂主编.《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9月. 

朱张校主编.《工程材料》.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8月.  

3、学生完成本课程每周须耗费的时间。 

根据教学规律测算，掌握本课程内容，学生在课内外应花费的时间比大致为

1:1～1:1.5 。具体每周课内 3学时，课外约为学 4-5时。 

4、学生的上课、实验、讨论、答疑、提交作业、期末考试的等方面的要求。 

    上课要求：专心听讲，可不做笔记。  

答疑讨论：课内视情况定；课外安排在课前、课后。 

作业安排：原则上两星期布置一次作业,课后可布置思考题。 

期末考试：闭卷考核。 

5、学生参与教学评价要求。 

    在课程结束前 1-2周内，学校将组织学生参加网上评教活动。评教是每位学

生的责任和义务，学生应积极参与，认真回答调查问卷，客观公正地评价本课程

及任课教师的教学效果。评教对促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九、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观测点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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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堂情况 迟到、早退、旷课、课堂纪律 5% 

完成作业 次数，质量，是否按时，是否抄袭 20% 

实验（实训） 态度、效果 5% 

期末考核 （按评分标准定） 70% 
考试方式 开卷□   闭卷■     课程论文□    实操□ 

 

十、院（系、部）教学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院（系、部）教学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院（系、部）教学委员会主任签名：田君     日期： 2016年 3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