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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理念 

 “学生中心，教师主体，引领社会。” 

1.1关注学生的发展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最可亲可敬的人。作为一名教师，“教

书育人”是我们最本质的工作，但是“教书”不只是教会学生们书本上的知识，

还应更关注学生其它各方面的发展。 

教育的本质则在协助学生探索自我，并从发现自我、开启自我到实现自我，

进而能不断地超越自我。其目的都是更好地为学生发展服务，务求可让学生得到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那么，如何切实做到关注学生的发展？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真正做到“学生中心”， 现代教育的特征就是发展人的主体性，追求人

的全面发展。如果教师还一直充当“主角”，而学生仅仅充当的是“配角”，剥夺

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权力，必定对学生的全面发展造成影响。教师应“以学生的发

展为本”，因此，教师要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激发学生参与意识，

把主动权归还学生，相信每一位学生都有发展，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给

学生搭建一个自主学习的舞台，培养学生为了适应未来的生活而努力准备。 

二、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兴趣直接影响一节课的教学效果，

因为“兴趣是最好的教师”，“没有兴趣的学习，无异是一种苦役；没有兴趣的地

方，就没有智慧和灵感。”入迷才能叩开思维的大门，智力和能力才能得到发展。

课堂上看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可从这几点观察：教师是否有创设各种情境诱发

学生的求知欲；教师是否能提出矛盾的问题，引起学生的疑惑；教师是否以生动

的实例，描述枯燥的概念，使比较抽象的内容变得通俗形象；教师是否有利用思

辨问题或实验结论作引导，这样既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启发学生的思考。  

三、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体现与发展 作为老师，在强调学习基

本知识的过程中，要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和科学的世界观，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学会正确的价值选择，逐步具有

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树立远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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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每个学生是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

他们在学习中有着不同的经验与体会，对同一个问题的解决，不同的学生也会表

现出不同的思维习惯及见解。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加德纳的《智力的结构：

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八种智能，而且每个人这八种智能的发

展也将不同，所以教师的教学要关注学生个性差异，学生不是一个机器制造出来

的工业品，要承认和接受学生身心发展、认知规律的差异，不能强求一致。 最

后，还应多表扬，激励学生，让学生们变得更主动，更自信！ 

1.2关注教学的有效性 

教学的有效性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关注教学的有效性问题就是关注教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学生产生教育教

导作用。它表明教学过程中教师监控学生学习的程度和学生真正发生学习的程

度。教学的有效性和教学效益密切相关，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有效学习是指学生能学习终身受用的知识，发展终身受用的能力和培养良好

的非智力因素（如态度、兴趣、动机、意志、习惯等）。有效学习表明了现代的

效率观，凸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和现代学习观，是对教学价值的全面提升。追求的

教学效益的最终目的乃是为了学生的发展。 

教学的有效性，从微观上说，教学时间有效、教学内容有效，有效是指课堂

教学有效率，知识的掌握上有效果；宏观上是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基,教学有效

益。 

有效教学的灵魂是要有既定的教学目标；营造氛围是根本；洞察学生心理是

基础。这就好比木桶理论，课堂教学、课后复习，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一个也

不能少，哪块木板也不能短。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使师生都在繁重的劳作中得

到提升，还给学生们思考的时间与空间，真正落实教学内容。本课程要达到教学

高效，控制节奏是要务，语言表达是关键。 

1.3关注教学的策略 

教学的策略是指以一定的教育思想为指导，在特定的教学情境中，为实现教

学目标而制定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适、优化，以使教学效果趋于最佳的系统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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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设计。是在教学过程中，为完成特定的目标，依据教学的主客观条件，特别

是学生的实际，对所选用的教学顺序、教学活动程序、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

和教学媒体等的总体考虑。也就是说教学策略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各个环节中使

用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教学的策略有以下 6个特性： 

1、对教学行为的指向性。教学策略是为实际的教学服务的，是为了达到一

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目标是教学整个过程的出发点。教学策略的选择行为

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指向一定的目标的。业已作出的选择行为在具体的情景中

会遇到预测不到的偶然事件，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教师个体需要对选择行为进

行反省，继而作出再选择，直到达到目标。 

因此，任何教学策略都指向特定的问题情境、特定的教学内容、特定的教学

目标，规定着师生的教学行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教学策略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具

体的条件下，在特定的范畴中，教学策略才能发挥出它的价值。当完成了既定的

任务，解决了想解决的问题，一个策略就达到了应用的目的，与其相应的手段、

技巧不再继续有效，而必须探索新的策略。 

2、结构功能的整合性。教学过程是一个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

体，其中的任何一个子过程都会牵涉到其他过程。因此，在选择和制订教学策略

时，必须统观教学的全过程，综合考虑其中的各要素。在此基础上对教学进程和

师生相互作用方式作全面的安排，并能在实施过程中及时地反馈、调整。也就是

说，教学策略不是某一单方面的教学谋划或措施，而是某一范畴内具体教学方式、

措施等的优化组合、合理构建、和谐协同。 

3、策略制订的可操作性。任何教学策略都是针对教学目标的每一具体要求

而制订的，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方法、技术和实施程序，它要转化为教师与学生的

具体行动。这就要求教学策略必须是可操作的。没有可操作性的教学策略是没有

实际价值的。任何教学策略都应该是针对教学目标中的具体要求而形成的，具备

相对应的方法技巧，从这个角度来说，教学策略就是达到教学目标的具体的实施

计划或实施方案，并且可以转化为教师的外部动作，最终通过外部动作来达到教

学目标。 

4、应用实施的灵活性。教学策略不是万能的，不存在一个能适应任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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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策略。同时，教学策略与教学问题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同

一策略可以解决不同的问题，对不同的学习群体也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 

5、教学策略的调控性。由于教学活动元认知过程的参与，教学策略具有调

控的特性。元认知表现为主体能够根据活动的要求，选择适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监控认知活动的进程，不断取得和分析反馈信息，及时调控自己的认知过程，维

持和修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教学活动的元认知就是教师对自身的教学活动

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调节，教师能够根据对教学的进程及其各种要素的认识反思，

及时把握教学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及时反馈和调整教学的进程及师生相互作用的

方式，推进教学的展开，向教学目标迈进。 

6、策略制订的层次性。教学具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教学层次就有不同的

达到教学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也就有不同的教学策略。另外，不同层次的教学策

略之间尤其是相邻层次的教学策略之间是相互联系的，高一层次的策略可分解为

低一层次的教学策略，指导和规范低一层次的教学策略。 

1.4关注教学价值观 

教学的价值观是指人们对教学价值的认识、态度、评价等的总称，以及在此

基础上所确定的行为取向标准，也就是教学这一现象所具有的价值在人的主观意

识中的反映。教学的价值观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回答“教学的价值是什么?”这一

问题。 

教学作为一种存在具有一定的要素、结构、功能，它们构成了教学的属性，

这种属性决定了教学对人有哪些用途和作用的大小如何，它是教学价值产生的源

泉。但教学的属性本身还不是教学价值，只有人的教学需要介入后，属性是否对

人有意义，且意义的性质、方向、程度等才能显示出价值来。否则，这些属性作

为教学自身具有的性质对人而言只能是一种知识，不会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发生

联系，不会自动成为教学的价值属性。应该说，教学的属性与人的教学需要是构

成教学价值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既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教学的特性，也不能以

教学需要为惟一法典，教学价值是上述两者的结合而形成的，而促使这两个要素

发生实质性联系的是教学活动，教学活动使得抽象的教学属性得以在现实中展

现。正是在教学活动中，人们凭借“主体的尺度”和“客体的尺度”使教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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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需要两个原本彼此独立静止的体系发生了实质性的联系，在相互作用中不

断形成教学价值。因此，教学价值是教学活动中教学属性和教学需要满足之间的

关系，而教学价值观就是人们对教学活动中教学属性和教学需要满足之间的认识

和看法。价值观在教学思想领域的具体体现，既具有价值观的普遍属性，又带有

教学领域的特点，最终通过多种多样的目的追求表现出来。 

2．课程介绍 

2.1课程的性质 

本课程是能源化学工程本科专业的复合选修课程，2学分 32学时，安排在大

四第一学期。 

2.2课程在学科专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 

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是教育部于 2010 年增设的一门高等学校战略性新兴产业

相关本科专业，主要涉及新能源的高效洁净、转化利用，新型材料等领域中的工

艺与工程技术问题。 

我校的能源化学工程本科专业设立于 2012 年。我校的能源化工专业定位是

根据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需求，业培养具备能源化学工程及相关学科的基

本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能够在新能源的高效洁净、转化利用，新型材料

等领域从事新技术开发、工艺和设备设计、技术改造及生产经营管理，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炭纤维与纳米炭材料是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的一门复合选修课程。是在先行课

《炭材料工程基础》所讲述的炭黑、针状焦、石墨电极、电碳、炭阳极、炭块、

活性炭、热解炭、膨胀石墨、HTHP人造金刚石等传统炭材料的基础上，继续深

入学习炭纤维、石墨烯等高新技术炭材料的基本知识。本课程从化工专业的角度，

侧重于讲述上述材料的制备原理和工艺，同时兼顾材料结构、性质和应用的有关

内容。 

 本课程的核心知识包括 3 个方面：1、高纯聚丙烯腈纤维的生产工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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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的生产工艺；3、石墨烯等纳米炭材料的制备原理和工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掌握炭纤维、石墨烯等高新技术炭材料的结构、性

质、应用，特别是制造工艺的基本知识，拓展炭材料领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视

野，增加就业、深造机会，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助力。 

2.3课程的前沿及发展趋势 

炭纤维在日本和美国已属于“传统炭材料”，但是在我国仍然属于“新型炭

材料”，仍然有许多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攻克，我国炭纤维产业目前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 

产品质量稳定性有待提高，高端产品产业化仍为空白；应用技术开发相对落

后，制约国内碳纤维产能发挥；装备技术薄弱，生产成本偏高；国际竞争形势严

峻。 

我国炭纤维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 

巩固已有技术，加快高端碳纤维品种自主化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进程，切

实保障特殊应用领域国产碳纤维的稳定供给，推动国产碳纤维行业持续技术升

级。 

积极推动碳纤维研发、生产、应用单位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进行产学研用合

作，逐步攻克国产碳纤维质量稳定性和均匀性瓶颈，提升国产碳纤维质量水平，

尽快实现国内碳纤维的稳定、高效生产和应用。 

推动碳纤维规模化应用，强化应用需求对国产碳纤维制造的牵引作用。 

加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生产关键装备的自主化开发。 

完善国产碳纤维标准体系建设。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业创新平台建设。建设国家级技术和产品推广平台，融

开发、检测、应用、再提高与一体，建设以平台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并对全国相

关企业开放。 

石墨烯技术我国已迎头赶上，并未落后于国际水平，目前的科技前沿和未来

的发展趋势是： 

（1）电子工程领域极具吸引力的室温弹道场效应管。 

（2）进一步减小器件开关时间，THz超高频率的操作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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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索单电子器件。 

（4）在同一片石墨烯上集成整个电路。 

（5）其它潜在应用包括：复合材料；作为电池电极材料以提高电池效率、

储氢材料领域、场发射材料、量子计算机以及超灵敏传感器等领域。 

（6）可应用于各种器件的特殊性能要被精确的控制。 

（7）最重要的是石墨烯制备方法的改进，如何大量、低成本制备高质量的

石墨烯材料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 

碳纳米管技术的前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 

（1）碳纳米管的可控制备：直径、长度、结构……；  

（2）大面积定向碳纳米管阵列合成； 

（3）CNT的功能化：1）共价功能化；2）非共价功能化。 

富勒烯的出现，为化学、物理学、电子学、天文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和

医学等学科开辟了崭新的研究领域，其意义非常重大。可以断言，随着对富勒烯

及其衍生物结构和性质的研究不断深入，富勒烯将显现出更加迷人的光彩而造福

人类。 

纳米人造金刚石薄膜的出现时间早于富勒烯、碳纳米管和石墨烯，技术相对

成熟，目前在很多领域已得到实际应用： 

力学性能的应用：可以用做耐磨、钻探等 

电学应用：利用场发射性能可以用来做显示器、灯丝和栅电极等 

生物和化学应用：其稳定的表面可以用来做生物分子吸附，其生物兼容性可

以用来做 DNA切片、核糖核酸、肽等的固定装置 

电化学应用：用来做有毒物品例如叠氮化物的分析。也可以做氮化物、金属

原子和有机分子的电化学分析 

其他方面，如作为热导材料、光学材料等 

2.4学习本课程的必要性 

《炭纤维与纳米炭材料》是能源化学工程专业核心课程《炭材料工程基础》

的继续和深入，《炭材料工程基础》主要是入门、学习炭黑、针状焦、石墨电极、

电碳、炭阳极、炭块、活性炭、热解炭、膨胀石墨、HTHP人造金刚石等传统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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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基本原理和生产工艺，本课程则是继续学习高新技术炭材料：炭纤维、石

墨烯等纳米炭材料。 

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诸多领域已经或正在实现弯道超

车，然而受制于瓦森纳协定的限制，我国不可能从国外获取高性能炭纤维的生产

技术，每年仍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核心技术的掌握我们只能立足于自身发展。 

四川省，不论是传统炭材料，还是高新技术炭材料都是产业和技术相对发达

的省份，政府层面也高度重视，因此设立本课程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3．教师简介 

3.1教师的职称、学历 

李刚，讲师，博士研究生学历。 

3.2教育背景 

 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业均在太原理工大学完成。本科期间所学专业为工业

分析，毕业后分配至山西临汾染料厂制冷车间工作一年。硕士期间所学专业为化

学工艺，研究方向为煤气脱硫，毕业后先后在北京超品计算机公司担任科技翻译

两年、在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脱硫工程师两年。博士期间所

学专业为化学工艺，研究方向为煤直接液化。博士毕业后来四川轻化工大学工作，

从事能源化学工程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至今 

我校的能源化工专业设立之初，专业定位主要是煤化工，我所主要讲授的课

程是《煤化学》和《煤化工工艺学》，2015年开始我校的能源化工专业定位逐渐

往新能源新材料方向转变，我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了《炭材料工程基础》和本课程

《炭纤维与纳米炭材料》。 

3.3研究兴趣 

炭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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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修课程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为《炭材料工程基础》。 

5．课程目标 

1、掌握炭纤维的结构、性质、应用的基本知识，掌握聚丙烯腈基炭纤维从

石油炼制开始，经历丙烯腈单体、高纯聚丙烯腈聚合物制备、高纯聚丙烯腈原丝

生产、炭纤维预氧化、炭化、石墨化、表面处理的工艺环节，直至最终作为复合

材料增强体用于导弹武器、宇航、航空、汽车、体育用品等工业完整工序的基本

知识。了解沥青基、黏胶基等其它类型炭纤维的基本知识。具有正确地分析有关

炭纤维生产工艺、技术原理问题的初步能力。 

2、掌握纳米科技和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掌握石墨烯的结构、

特性，和主要的制备方法，了解其在微电子、化学传感器、新能源电池、生物医

疗等领域的应用前景。了解碳纳米管、富勒烯、纳米金刚石薄膜的结构、性质、

应用，和基本的制备原理。掌握 CVD法在炭纳米材料制备领域的应用。 

3、深刻理解上述高新技术炭材料的结构、生产方法的共性规律和个性特点，

具有运用高新技术炭材料基本知识解决本领域一般复杂程度的工程问题的能力，

为进入高新技术炭材料的生产、研发领域打好基础； 

4、具有与炭纤维、纳米炭材料有关的分析、计算和使用技术资料等方面的

基本技能。 

5.1知识与技能方面 

本课程的内容包括炭纤维、石墨烯等高新技术炭材料的结构、性质、应用，

特别是制造工艺的基本知识。本课程内容的核心和重点包括：1、高纯聚丙烯腈

纤维的生产工艺； 2、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的生产工艺；3、石墨烯等纳米炭材料

的制备原理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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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过程与方法方面 

炭纤维是聚丙烯腈、沥青、纤维素等有机原料经原料前驱体准备、纺丝、预

氧化、炭化、石墨化等处理工序转化为含碳量 90%以上的纤维材料。炭纤维的主

要用途是和基体组成复合材料，可与树脂，塑料，陶瓷、玻璃、金属等多种材料

形成复合材料。 

理想炭纤维的结构特点是在轴向上芳香碳网的平行有序，和径向上的乱层结

构。因此，高性能的炭纤维在径向方向具有高强度、高模量的特性，通过将表面

粗糙化处理，再与酚醛树脂等结合在一起可制成力学性能优异的复合结构材料，

强度高，重量轻，刚性好，抗疲劳性能好，广泛用于导弹武器、宇航、航空、汽

车、体育用品等工业。 

纳米碳材料是指微观结构至少有一维方向尺寸在 1-100nm范围的炭材料。包

括零维的富勒烯、一维的碳纳米管、二维的石墨烯等，纳米金刚石薄膜是指构成

金刚石薄膜的金刚石微晶为纳米级尺寸的金刚石薄膜。这些纳米炭材料目前以石

墨烯的发展最为迅速、应用前景最为广阔。 

石墨烯是碳原子紧密堆积成单层二维蜂窝状晶格结构的一种碳质新材料，厚

度只有 0.335 nm，仅为头发的 20万分之一，是构建其它维数碳质材料（如零维

富勒烯、一维纳米碳管、三维石墨）的基本单元，具有极好的结晶性、力学性能

和电学质量，可用于化学传感器、储氢材料、超导材料、微电子、电极、生物医

学等领域 

    炭纤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并处于迅速发展的学科，而纳米炭材料目前主要是

理论研究和实验探索。在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应预习和及时复习，搞清有关基本

概念和掌握基本数据，并不断拓宽知识面。同时，既要重视书本知识，又要密切

关注当前的最前沿进展。理论联系实际，努力提高自己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刻苦钻研、勇于创新，促进本课程领域知识的发展与完善。 

5.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一个人对待科学事物的最基本看法与倾向性，对他的

科学学习与探究活动具有很强的导向与制约作用。在科学发展史上，许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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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的献身精神，不怕艰险，孜孜不倦地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小

路上不畏劳苦，勇敢前进，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就。  

热爱科学，积极参与科学事业，具有正确科学价值观的人，即使知识、技能

稍欠缺些，也会激励他奋斗，钻研知识，学习技能，创造出有价值的成果。 

精神可以变物质，反之物质也可以变精神。人的精神从来就是一定物质与环

境的反映，科学知识、技能的积累也会使人逐步建立起对世界及周边事物的科学

认识，培养对科学的情感，形成科学价值观，孕育科学精神。在校的大学生们应  

当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精神，严格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前进。 

科学知识与技能是中性的，既可以对人类产生积极作用，也可以产生消极作

用，关键是看掌握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要使科

学活动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与价值，首先要求掌握科学知识与技能的人具有积极

的有利于社会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整个

科学活动中的导向性因素，起着决定方向的作用。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促进学生培养成具有科学素养，立志于献身能源化学工

程事业的接班人。 

6．课程内容 

6.1课程的内容概要 

本课程的内容概要分章叙述如下： 

第 1章  绪论 

高新技术炭材料简介；炭纤维的概念、种类、发展历史、世界主要厂家、我

国的技术水平、市场行情；结构、性能、应用简介。 

第 2章  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 

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复合材料、复合材料的基体、增强体的基本概念。 

第 3章  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的原料准备 

有机化工原料的背景知识；石油炼制、丙烯、丙烯腈基本知识。 

第 4章  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生产工艺 

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的概念、结构。丙烯腈聚合、聚丙烯腈纺丝、聚丙烯腈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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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预氧化、炭化、石墨化。 

第 5章  其它类型炭纤维简介 

沥青基、黏胶基炭纤维的概念、原料准备；制造方法；结构与性能。活性炭

纤维、气相生长炭纤维、螺旋形炭纤维、纳米炭纤维。 

第 6章  炭纤维的结构与性质 

碳的同素异形体结构的回顾、炭纤维的结构模型、炭纤维的孔结构。炭纤维

的力学性质、热、电、磁性能。 

第 7章  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其应用 

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概念、增强原理、实例。炭纤维复合材料在导弹、宇

航工业、航空工业、民用等方面的应用。 

第 8章 纳米科技与纳米材料 

纳米科技、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纳米材料的特性，用途、重要意义，纳米

炭材料的概念、主要种类。 

第 9章 纳米金刚石薄膜 

天然金刚石的形成条件、人造金刚石的合成原理、工艺；化学气相沉积法

（CVD）的基本原理、应用；纳米金刚石薄膜的制备、结构、特性、应用。 

第 10章 富勒烯 

富勒烯的概念、发现、结构、特性、应用、制备方法。 

第 11章 碳纳米管 

碳纳米管的概念、发现、结构、分类、特性、制备方法、应用和发展前景。 

第 12章 石墨烯 

石墨烯的概念、发现、结构、特性、制备方法、应用、潜在危害性；我国石

墨烯的产业状况、发展前景。 

6.2教学重点、难点 

各章的重点和难点分述如下： 

第 1章  绪论 

【重点】高新技术炭材料的基本概念。 

【难点】我国的炭纤维的技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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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 

【重点】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 

【难点】复合材料的基体的概念。 

第 3章  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的原料准备 

【重点】丙烯腈的基本知识。 

【难点】有机化工原料的背景知识。 

第 4章  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生产工艺 

【重点】高纯聚丙烯腈纺丝工艺。 

【难点】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石墨化。 

第 5章  其它类型炭纤维简介 

【重点】沥青基炭纤维 。 

【难点】活性炭纤维、气相生长炭纤维、螺旋形炭纤维、纳米炭纤维。 

第 6章  炭纤维的结构与性质 

【重点】炭纤维的结构。 

【难点】炭纤维的热、电、磁性能。 

第 7章  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其应用 

【重点】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增强原理。 

【难点】炭纤维复合材料在导弹武器、宇航工业、航空工业、民用等方面

的应用。 

第 8章 纳米科技与纳米材料 

【重点】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 

【难点】纳米炭材料的概念、主要种类。 

第 9章 纳米金刚石薄膜 

【重点】纳米金刚石薄膜的制备。 

【难点】纳米金刚石薄膜的应用。 

第 10章 富勒烯 

【重点】富勒烯的制备方法。 

【难点】富勒烯的应用。 

第 11章 碳纳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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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碳纳米管的制备方法。 

【难点】碳纳米管的应用。 

第 12章 石墨烯 

【重点】石墨烯的制备方法。 

【难点】我国石墨烯的产业状况、发展前景。 

6.3学时安排 

表 1  学时安排 

内 容 学时 

第 1章 绪论 2 

第 2章 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 2 

第 3章 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的原料准备 2 

第 4章 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生产工艺 8 

第 5章 其它类型炭纤维 2 

第 6章 炭纤维的结构与性质 2 

第 7章 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其应用 2 

第 8章 纳米科技与纳米材料 2 

第 9章 纳米金刚石薄膜 2 

第 10章 富勒烯 2 

第 11章 碳纳米管 2 

第 12章 石墨烯 4 

合计 32 
 

7.课程教学实施 

本课程总共 32学时，分为 16个单元讲授，每单元 2节课，每个单元的教学

实施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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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第 1单元） 

7.1.1教学日期 

 第 1次上课，共 2节课。 

7.1.2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需要掌握高新技术炭材料的基本概念；炭纤维的概念、

种类、发展历史、世界主要厂家、我国的技术水平、市场行情；结构、性能、应

用。 

7.1.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序言、第 1章“绪论”，具体内容为： 

1.1炭纤维基本概念 

1.2世界与我国的炭纤维产业状况 

1.3炭纤维的生产工艺概况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高新技术炭材料的基本概念。 

【难点】我国的炭纤维的技术现状。 

7.1.4教学过程 

本章内容将深入浅出地从最近媒体上报道的碳基半导体说起，由此转入正

题，说明高新技术炭材料对于我国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意义，

然后开始接受炭纤维的有关基本概念、在国内外的产业状况。在叙述的过程中，

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

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解的生动性。 



 

 16 

7.1.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表，并配

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表主要包括，图： 

 
图 1.1  炭纤维的结构模型 

 
图 1.2  日本东丽公司的炭纤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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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炭纤维在战斗机上的应用 

 

 
图 1.4  炭纤维在各领域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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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炭纤维生产车间 

表： 

表 1.1  世界主要炭纤维生产厂家 

表 1.2  全球碳纤维产业发展情况 

7.1.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需要反思，炭纤维有什么弱项。 

7.1.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炭纤维、石墨烯等方面的知识，做好开始学习一

门新课程的准备。 

7.1.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去我校图书馆，借阅馆藏的科学出版社 1979 年许鹤鸣编著的《碳纤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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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读物，可迅速获取有关炭纤维的基本常识。 

7.2（第 2单元） 

7.2.1教学日期 

第 2次上课，共 2节课。 

7.2.2教学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掌握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复合材料、复合材料的

基体、增强体的基本概念。 

7.2.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2章“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具体内容包括： 

2.1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 

2.2复合材料 

2.3复合材料的基体 

2.4复合材料增强体 

2.5复合材料的制作方法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材料科学的基本概念。 

【难点】复合材料的基体的概念。 

7.2.4教学过程 

本章内容首先从人类使用材料的历史发展说起，从最早的石器，发展到后来

的陶器、青铜器、铁器、高分子，直到现在的复合材料，引入正题，讲授材料科

学的基本概念、复合材料、复合材料的基体、增强体的基本概念。在叙述的过程

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

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解的生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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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表，并配

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表主要包括，图： 

 

图 2.1  最早的打制石器 

 
图 2.2  铁器时代的象征——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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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材料科学的四大研究内容 

 

图 2.4  复合材料——轮胎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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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航天飞机的陶瓷外衣 

 

图 2.6  炭纤维复合材料缠绕小型飞机座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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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炭纤维复合材料工艺 

表： 

表 2.1  各类纤维增强剂的基本物理学性能 

7.2.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需要反思，复合材料为什么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7.2.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材料学、复合材料的有关知识。 

7.2.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登录我校的超星图书馆，参阅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0 年吴云书所著的《材料

与科学工程基础》一书，了解材料的四大基本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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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第 3单元） 

7.3.1教学日期 

第 3次上课，共 2节课。 

7.3.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有机化工原料的背景知识；石油炼制、丙烯、丙烯腈基本知识，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上述基本知识。 

7.3.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3章“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的原料准备”，具体内容包

括： 

3.1 石油工业基本知识 

3.2 丙烯生产工艺 

3.3 丙烯腈生产工艺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丙烯腈的基本知识。 

【难点】有机化工原料的背景知识。 

7.3.4教学过程 

本章首先对化工原料做一个总的介绍，了解炭纤维的最初原料是石油，然后

介绍炭纤维的总生产流程，然后展示最基本的炭纤维初始化工原料的制备工艺，

首先是丙烯的裂解，然后是丙烯腈的生产，做好聚丙烯高聚物的合成准备。在叙

述的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

单（而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解的生动性。 



 

 25 

7.3.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表，并

配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表主要包括，图： 

 
图 3.1  催化裂化装置的构成 

 

图 3.2  丙烯腈的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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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丙烯氨氧化法合成丙烯腈工艺流程 

表： 

表 3.1  我国的石油产品构成 

表 3.2  丙烯腈的生产工艺参数 

7.3.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为什么我国的炭纤维技术水平长期上不去？这和基本石油化工

有什么关系？  

7.3.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在互联网上查阅有关石油炼制、石油化工的基本知识，为听课做好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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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登录我校的超星图书馆，参阅燃料化学工业出版社 1972 年上海石油化学研

究所编著的《丙烯氨氧化合成丙烯腈》第 1、2章的内容。 

7.4（第 4单元） 

7.4.1教学日期 

第 4次上课，共 2节课。 

7.4.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高分子聚合物的背景知识和聚丙烯腈高聚物的合成。通过本单元

的学习，要求能够掌握高分子聚合物的基本概念和聚丙烯腈高聚物的合成工艺。 

7.4.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4章“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生产工艺”中第 1、2节，具

体内容包括： 

4.1  高分子聚合物的背景知识 

4.2  聚丙烯腈高聚物的合成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聚丙烯腈高聚物的合成 

【难点】高分子聚合物的背景知识 

7.4.4教学过程 

本单元讲述高分子聚合物的背景知识和聚丙烯腈高聚物的合成。首先简要回

顾上一章丙烯腈的合成过程，然后介绍高分子聚合物的背景知识，最后讲授丙烯

腈聚合物聚丙烯腈的工艺过程。在叙述的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

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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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讲解的生动性。 

7.4.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表，并

配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表主要包括，图： 

 
图 4.1  炭纤维生产总流程 

 

图 4.2  高聚物的结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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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纤维高分子结构 

 

图 4.4  民用腈纶 

 

图 4.5  聚丙烯腈的分子结构 

表： 

表 4.1  国内 PAN纤维生产工艺路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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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聚丙烯腈的质量好坏可能对未来炭纤维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7.4.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在互联网上查阅有关高分子合成、聚丙烯腈的有关知识。 

7.4.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登录我校的超星图书馆，参阅纺织工业出版社 1981 年任玲子所著的《丙烯

腈聚合及原液制备》一书。 

7.5（第 5单元） 

7.5.1教学日期 

第 5次上课，共 2节课。 

7.5.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聚丙烯腈聚合物原液准备与纺丝工序的第（1）、（2）部分，即纺

丝原液的准备，和高聚物纺丝的原理和基本概念，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掌握

上述基本知识。 

7.5.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4章“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生产工艺”中的第 3、4节，

具体内容包括： 

4.3  聚丙烯腈聚合物原液准备与纺丝工序（1）——纺丝原液的准备 

4.4  聚丙烯腈聚合物原液准备与纺丝工序（2）——纺丝原理和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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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聚丙烯腈纺丝原理和基本概念。 

【难点】聚丙烯腈纺丝原液的准备 

7.5.4教学过程 

本单元在上一单元的基础上继续讲述聚丙烯腈高聚物的纺丝工艺。在叙述的

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

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解的生动性。 

7.5.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并配以教

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表主要包括，图： 

 

图 4.6  聚丙烯腈原液的准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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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聚丙烯腈纺丝的主要工序 

 

图 4.8  湿法纺丝 

 
图 4.9  干湿法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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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喷丝板 

表： 

表 4.2  聚丙烯和纺丝溶剂的性能 

7.5.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炭纤维用聚丙烯腈纤维和民用腈纶有何不同？  

7.5.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在互联网上查阅有关民用腈纶生产工艺的知识。 

7.5.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登录我校的超星图书馆，参阅纺织工业出版社 1981 年刘之奎所著《腈纶纺

丝》一书的内容。 

7.6（第 6单元） 

7.6.1教学日期 

第 6次上课，共 2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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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聚丙烯腈聚合物原液准备与纺丝工序的第（3）、（4）部分，即湿

法纺丝、纺丝主要设备；干法纺丝、干湿法纺丝工艺，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

掌握上述基本知识。 

7.6.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4章“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生产工艺”中的第 5、6节，

具体内容包括： 

4.5  聚丙烯腈聚合物原液准备与纺丝工序（3）——湿法纺丝、纺丝主要设

备 

4.6  聚丙烯腈聚合物原液准备与纺丝工序（4）——干法纺丝、干湿法纺丝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湿法纺丝工艺。 

【难点】干法纺丝工艺。 

7.6.4教学过程 

本单元首先回顾上次课所讲授的聚丙烯腈纺丝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然后介绍

具体的湿法纺丝、纺丝主要设备；干法纺丝、干湿法纺丝工艺。在叙述的过程中，

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

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解的生动性。 

7.6.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表，并

配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表主要包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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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湿法纺丝设备 

 
图 4.12  湿纺初生纤维的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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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干法纺丝流程 

 
图 4.14  干纺原理 

 

图 4.15  干法纺丝截面形状的形成 

表： 

表 4.3  聚丙烯腈纤维干法和湿法纺丝比较 

7.6.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干法和湿法纺丝的优越性各是什么，哪个更适合炭纤维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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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在互联网上查阅有关高聚物纺丝工艺的知识，为听课做好准备。 

7.6.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登录我校的超星图书馆，参阅纺织工业出版社 1985 年洪贵学所著《腈纶纺

丝机的维修》一书，了解纺丝设备的基本结构。。 

7.7（第 7单元） 

7.7.1教学日期 

第 7次上课，共 2节课。 

7.7.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聚丙烯腈纤维的后加工、从聚丙烯腈原丝制炭纤维的三个阶段、

炭纤维的表面及上浆处理，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掌握上述基本知识。 

7.7.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4章“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生产工艺”中的第 7、8、9

节，具体内容包括： 

4.7  聚丙烯腈纤维的后加工 

4.8  从聚丙烯腈原丝制炭纤维的三个阶段。 

4.9  炭纤维的表面及上浆处理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从聚丙烯腈原丝制炭纤维的三个阶段。 

【难点】炭纤维的表面及上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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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教学过程 

本单元习聚丙烯腈纤维的后加工、从聚丙烯腈原丝制炭纤维的三个阶段、炭

纤维的表面及上浆处理，首先从同学们所熟悉的传统炭材料工艺的焙烧、石墨化

工艺说起，然后介绍炭纤维的预氧化、炭化、石墨化的工艺，最后介绍炭纤维的

表面及上浆处理。在叙述的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易懂，力

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解的生动

性。 

7.7.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表，并配

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表主要包括，图： 

 

图 4.16  聚丙烯腈纤维的水洗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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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7  聚丙烯腈纤维的预氧化 

 

图 4. 18  炭纤维的炭化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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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  炭纤维石墨化炉 

 
图 4. 20  炭纤维的表面处理 

表： 

表 4.4  热处理温度对石墨纤维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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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为什么炭纤维必须要进行表面处理。 

7.7.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在互联网上查阅有关炭化、石墨化的基本原理，为听课做好准备。 

7.7.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去我校图书馆，查阅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年贺福所著《碳纤维及石墨纤维》

一书，获取更深入的知识。 

7.8（第 8单元） 

7.8.1教学日期 

第 8次上课，共 2节课。 

7.8.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沥青基、黏胶基炭纤维的概念、原料准备；制造方法；结构与性

能。活性炭纤维、气相生长炭纤维、螺旋形炭纤维、纳米炭纤维，通过本单元的

学习，要求掌握上述基本知识。 

7.8.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5章“其它类型炭纤维”，具体内容包括： 

5. 1  沥青基炭纤维 

5.2  黏胶基炭纤维 

5.3  其它类型炭纤维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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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沥青基炭纤维 。 

【难点】活性炭纤维、气相生长炭纤维、螺旋形炭纤维、纳米炭纤维。 

7.8.4教学过程 

本单元首先从煤焦油的废物利用开始，讲到沥青的一个用途是经过纯化处理

以后可以用作炭纤维的原料，由此导入沥青基炭纤维的生产原理、然后叙述黏胶

基炭纤维等其他类型的炭纤维。在叙述的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

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

强讲解的生动性。 

7.8.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并配以

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主要包括： 

 

图 5.1  沥青基炭纤维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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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中间相小球体结构模型 

 

图 5.3  沥青连续纺丝工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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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黏胶基炭纤维工艺流程 

 

图 5.5  气相生长炭纤维 SEM图及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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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沥青基炭纤维的产量目前为何远小于聚丙烯腈基炭纤维？ 

7.8.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在互联网上查阅炭沥青基炭纤维、黏胶基炭纤维的有关材料。 

7.8.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在我校图书馆查阅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王茂章、贺福所著《碳纤维的制造、

性质及其应用》一书的第 3章内容。 

7.9（第 9单元） 

7.9.1教学日期 

第 9次上课，共 2节课。 

7.9.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碳的同素异形体结构、炭纤维的结构模型、炭纤维的孔结构、炭

纤维的力学性质、热、电、磁性能，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掌握上述基本知识。 

7.9.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6章“炭纤维的结构与性质”，具体内容包括： 

6.1  炭纤维的结构 

6.2  炭纤维的性质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炭纤维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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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炭纤维的热、电、磁性能。 

7.9.4教学过程 

本单元讲述碳的同素异形体结构、炭纤维的结构模型、炭纤维的孔结构、炭

纤维的力学性质、热、电、磁性能。首先回顾材料科学的四个基本内容，即：结

构——性质——应用——制备，由此引出一个结论，即任何材料的用途都取决于

它的性质，而它的性质又最终取决于它的结构，然后开始依次讲解炭纤维的结构、

力学性质、热、电、磁性能。在叙述的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

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

讲解的生动性。 

7.9.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表，并

配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表主要包括，图： 

 
图 6.1  聚丙烯腈基炭纤维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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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炭纤维的葱皮结构及石墨晶须的结构模型 

 
图 6.3  高强型、高模型、通用级炭纤维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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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  炭纤维的 SEM图 

 

图 6.5  炭纤维的结构缺陷 

表： 

表 6.1  各种原丝所制碳纤维的性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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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用途，而制备工艺又决定了材料的结

构，这个材料学上的基本规律在炭纤维工艺上的提现。 

7.9.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上网查阅有关炭的各种同素异形体、晶体结构、无定形炭结构的有关

知识。 

7.9.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请到图书馆查阅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0 年曾汉民编著的《碳纤维及其复合材

料显微图象》一书的各种炭纤维 SEM图像。 

7.10（第 10单元） 

7.10.1教学日期 

第 10次上课，共 2节课。 

7.10.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概念、增强原理、实例、炭纤维复合材料

在导弹、宇航工业、航空工业、民用等方面的应用，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掌

握上述基本知识。 

7.10.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7 章“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其应用”，具体内容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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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7.2  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应用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增强原理。 

【难点】炭纤维复合材料在导弹武器、宇航工业、航空工业、民用等方面的

应用。 

7.10.4教学过程 

本单元首先播放一段视频，内容是我国某公司掌握了聚丙烯腈基炭纤维核心

技术，迫使国际上的炭纤维价格下跌到白菜价，由此引出炭纤维复合材料在宇航、

国防、航空、民用领域的巨大用途，然后讲解其生产原理。在叙述的过程中，教

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

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解的生动性。 

7.10.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片，并配

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片包括： 

 
图 7.1  炭纤维复合材料在卫星太阳能电池板支架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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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空中客车 A320的 C/C刹车装置 

 

图 7.3  空客 A380整机炭纤维复合材料结构占 35~40% 

 
图 7.4  兰博基尼跑车的炭纤维复合材料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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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风力发电机的炭纤维复合材料叶片 

表： 

表 7.1  国外碳纤维产业发展趋势 

7.10.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为什么炭纤维不可以独自作为结构材料使用，而必须作为复合

材料的组成部分使用？  

7.10.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上互联网查阅航天、航空结构材料的有关信息，为炭纤维复合材料的

学习做好准备。 

7.10.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登录我校的超星图书馆，查阅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5 年大谷杉郎所著的《复

合材料入门》一书的第 1、2章，了解炭纤维复合材料的入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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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第 11单元） 

7.11.1教学日期 

第 11次上课，共 2节课。 

7.11.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纳米科技、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纳米材料的特性，用途、重要

意义，纳米炭材料的概念、主要种类，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掌握上述基本知

识。 

7.11.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8章“纳米科技与纳米材料”，具体内容包括： 

8.1 纳米科技的基本概念 

8.2 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 

8.3 纳米碳材料的基本概念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 

【难点】纳米炭材料的概念、主要种类。 

7.11.4教学过程 

本单元学习纳米科技、纳米材料的基本概念、纳米材料的特性，用途、重要

意义，纳米炭材料的概念、主要种类。首先从物理化学的胶体内容说起，引入纳

米颗粒的概念，进一步详述纳米材料、纳米炭材料的概念。在叙述的过程中，教

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

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解的生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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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表，并

配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表主要包括，图： 

 
图 8.1  隧道效应 

 
图 8.2  扫描隧道显微镜工作原理 

 

图 8.3  原子力显微镜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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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  纳米粒子合成方法分类 

 

 

图 8.5  纳米炭材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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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8.1  纳米在长度单位中所处的位置 

7.11.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为什么纳米炭材料是最近几十年才得到应用的吗？  

7.11.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上互联网查阅有关纳米科技、碳纳米材料、富勒烯的有关信息，为听

课做好准备。 

7.11.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参阅科学出版社 2004 年刘吉平编著的《碳纳米材料》一书，了解富勒烯、

碳纳米管、石墨烯、纳米人造金刚石的基本知识。 

7.12（第 12单元） 

7.12.1教学日期 

第 12次上课，共 2节课。 

7.12.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天然金刚石的形成条件、人造金刚石的合成原理、工艺；化学气

相沉积法（CVD）的基本原理、应用；纳米金刚石薄膜的制备、结构、特性、

应用，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掌握上述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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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9章“纳米金刚石薄膜”，具体内容包括： 

9.1  天然金刚石与人造金刚石 

9.2  CVD法的基本原理 

9.3  纳米金刚石薄膜的制备与应用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纳米金刚石薄膜的制备。 

【难点】纳米金刚石薄膜的应用。 

7.12.4教学过程 

本章从先行课所学过的人造金刚石合成方法说起，引出与高温高压法完全不

同的一种思路，化学气相沉积制备人造金刚石薄膜，然后叙述纳米级人造金刚石

薄膜的制备方法，最后叙述其用途。在叙述的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

力求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

以增强讲解的生动性。 

7.12.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片，并配以

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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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高温高压法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六面顶压机 

 
图 9.2  化学气相沉积薄膜生长简化过程（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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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微米级纳米人造金刚石薄膜和纳米级人造金刚石薄膜 SEM图 

 
图 9.4  微波辅助等离子化学气相沉积纳米人造金刚石薄膜原理图 

 
图 9.5  纳米人造金刚石薄膜镀膜导弹红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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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9.1  天然金刚石和 CVD金刚石薄膜的物理性质 

7.12.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为什么不能利用化学沉积法制造大颗粒人造金刚石？ 

7.12.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上互联网查阅有关人造金刚薄膜的有关信息，为听课做好准备。 

7.12.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查阅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年陈光华编著的《金刚石薄膜的制备与应用》一

书第 2章的内容，了解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人造金刚石薄膜的基本原理。 

7.13（第 13单元） 

7.13.1教学日期 

第 13次上课，共 2节课。 

7.13.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富勒烯的概念、发现、结构、特性、应用、制备方法，通过本单

元的学习，要求掌握上述基本知识。 

7.13.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10章“富勒烯”，具体内容包括： 

10.1  富勒烯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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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富勒烯的制备方法 

10.3  富勒烯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富勒烯的制备方法。 

【难点】富勒烯的应用。 

7.13.4教学过程 

本单元首先从炭黑粒子说起，引发同学们思考，炭黑小到极限是什么样子，

然后引起富勒烯的发现经过，然后讲解富勒烯的结构、特性、应用、制备方法。

在叙述的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

的简单（而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解的生动性。 

7.13.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片，并配

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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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富勒烯的笼状结构系列 

 
图 10.2  C60单晶 

 
图 10.3  电弧法制备富勒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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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  C60的纯化 

 

图 10.5  C60用于量子计算机 

7.13.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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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为什么至今没有看到日常生活中有富勒烯的产品使用？ 

7.13.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上互联网查找有关富勒烯的知识，为听课做好准备。 

7.13.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另外请参阅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年沈海军所著《新型碳纳米材料：碳富勒

烯》一书，了解富勒烯的基本知识。 

7.14（第 14单元） 

7.14.1教学日期 

第 14次上课，共 2节课。 

7.14.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碳纳米管的概念、发现、结构、分类、特性、制备方法、应用和

发展前景，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掌握上述基本知识。 

7.14.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11章“碳纳米管”，具体内容包括： 

11.1  碳纳米管的基本概念 

11.2  碳纳米管的特性 

11.3  碳纳米管的制备方法 

11.4  碳纳米管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碳纳米管的制备方法。 

【难点】碳纳米管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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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4教学过程 

本单元讲述碳纳米管的合成与应用，首先回顾上个单元富勒烯的内容，然后

将富勒烯的结构拉长，就是碳纳米管的结构，然后回忆中学时期的“安培右手定

则”，点出炭纳米管的结构如同螺旋分左右一样，碳纳米管的结构也有很多看起

来相同但其实不同的差异，然后列举多张图片展示不同的碳纳米管结构，然后引

出合成方法、性能与应用。在叙述的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

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

解的生动性。 

7.14.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片，并配以

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片包括： 

 
图 11.1  碳纳米管 

 
图 11.2  碳纳米管的三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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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石墨电弧放电法制备碳纳米管 

 
图 11.4  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碳纳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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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碳纳米管阵列 SEM图 

7.14.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为什么目前未见到日常生活中有碳纳米管产品的出现？ 

7.14.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上互联网查碳纳米管的有关知识，做好听课的准备。 

7.14.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另外请参阅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 年成会明编著的《纳米碳管制备、结构、

物性及应用》一书的第 1章，了解碳纳米管的入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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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第 15单元） 

7.15.1教学日期 

第 15次上课，共 2节课。 

7.15.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石墨烯的概念、发现、结构、特性、制备方法、应用、潜在危害

性，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掌握上述基本知识。 

7.15.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12章“石墨烯” 中的第 1、2、3节，具体内容包括： 

12.1  石墨烯的基本概念 

12.2  石墨烯的结构与特性 

12.3  石墨烯的制备方法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石墨烯的制备方法。 

【难点】石墨烯可能的危害性 

7.15.4教学过程 

本单元首先从理想石墨的结构说起，引发同学们思考，假设理想石墨都被剥

离成了一层层的薄片会是什么效果，然后引出石墨烯最早的制备方法：机械剥离

法，由此引出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在叙述的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

求通俗易懂，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

增强讲解的生动性。 

7.15.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片，并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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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片包括： 

 

图 12.1  石墨烯的结构图 

 
图 12.2  石墨烯的 SEM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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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机械剥离定向热解石墨制备石墨烯 

 

图 12.4 单层石墨烯的立体透射电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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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石墨烯 

 

图 12.6  氧化还原法制备石墨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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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7  五种主要石墨烯制备工艺的优劣比较 

 

图 12.8  石墨烯特性可能的用途 

7.15.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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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为什么石墨烯累加一百层变成石墨就不具有石墨烯的特性了？  

7.15.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查阅定向热解石墨、石墨、石墨烯的有关知识，为上课做好准备。 

7.15.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请查阅科学出版社 2013年陈永胜主编的《石墨烯 新型二维碳纳米材料》第

2章内容，扩展阅读。 

7.16（第 16单元） 

7.16.1教学日期 

第 16次上课，共 2节课。 

7.16.2教学目标 

本单元学习我国石墨烯的产业状况、发展前景，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掌

握上述基本知识。 

7.16.3教学内容 

本单元的教学内容为第 12章“石墨烯” 中的第 4、5节，具体内容包括： 

12.4  石墨烯的应用 

12.5  我国石墨烯的产业状况和发展前景 

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分别是： 

【重点】墨烯的可能和已经实现的应用领域 

【难点】我国石墨烯的产业状况、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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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4教学过程 

本单元讲述讲述石墨烯的结构和应用，首先展示多张图片说明石墨烯在微电

子、电容器、传感器等多方面的应用，然后转入正题，讲解石墨烯的结构，及其

与应用领域的关系。在叙述的过程中，教师将注意讲课的风格将力求通俗易懂，

力求将深奥的道理说的简单（而不是相反），并辅之以多张图表以增强讲解的生

动性。 

7.16.5教学方法 

本单元主要采用课堂讲授法，通过在教室前的屏幕上展示多张图片，并配以

教师深入浅出的讲解，生动地说明所要学习的内容，这些图片包括： 

 

图 12.9  石墨烯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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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  石墨烯显示屏 

 

图 12.11  石墨烯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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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2  世界各国政府对石墨烯科技的投入 

 
图 12.13  我国的石墨烯产业基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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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4  我国部分企业生产的石墨烯导电剂 

 
图 12.15  石墨烯在不同应用领域的分布 

7.16.6作业安排及课后反思 

 本单元的课后作业将在课堂上布置下去，都是本单元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

点，请同学们务必认真完成，按时交作业。 

 课后请反思，石墨烯到底是真的有用，还是仅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玩物？ 

7.16.7课前准备情况及其他相关特殊要求 

课前请上互联网查找有关石墨烯应用的知识，为上课做好准备。 

7.16.8教学单元的参考资料 

请查阅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8年出版的《2018全球石墨烯

产业研究报告（摘要版）》一书的第 1、2章，书中有大量的图片简明直观的说明

了石墨烯的历史发展、合成原理、结构特点、应用前景，和产业发展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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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学生课程学习要求 

8.1学生自学的要求 

除了上课听讲之外，课后自习，认真学习教材也是本课程学习的一个必要环

节。自学的要求是以教师给出的每章课后习题为纲，认真学习教材以及参考资料

中的相关内容，记住骨干性的知识，并且要求能够使用规范的术语表达有关的专

业思想。 

每章的内容都有课后作业，同学们应该认真完成，并且按时交作业。 

预习的方式是我提前把每一章的课后题答案电子文档上传给各位，各位可以

照着答案先把书看一看，但是由于有些专业知识比较艰深，即使有了答案也不容

易理解其实际含义，这些正是需要准备好在课堂上认真听取讲解的。 

8.2课外阅读的要求 

 作为一名优秀的同学，对于本专业的知识应该是博览群书，兴趣盎然的。本

课程推荐的几本专业书即为后面第 12节所列的参考书和专业学术著作，请同学

们尽可能认真自学，除此之外还应该根据自身的需求、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尽可

能地利用大学时光多读一些好的著作。 

8.3课堂讨论的要求 

 本课程以教师讲解为主，除同学们主动要求之外，本课程将把宝贵的课堂时

间主要用于教师的讲解。一般不组织同学们在课堂上互相讨论，或者花费很多时

间去点名、查考勤。需要同学们展开思考的问题将以作业的形式布置下来，自己

上网查资料，自己写小文章交回来，有见地或者有争议的观点将在课堂上予以集

中分析。 

8.4课程实践的要求 

 本课程的实践活动将在毕业实习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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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课程考核方式及评分规程 

9.1出勤（迟到、早退等）、作业、报告等的要求 

 本课程一般不占用上课时间集中点名，查考勤的方式是上课前教师清点学生

人数，课后向班长询问缺勤同学姓名。本课程缺勤 1次扣平时成绩 5分（折合最

终成绩 2 分），缺勤 1/3 以上将取消考试资格，本课程不允许迟到。请假不算是

缺勤，但是需要出具加盖学院教学办公章的请假条，同学口头捎假无效。 

9.2成绩的构成与评分规则说明 

本课程平时成绩占 100%，期末卷面成绩占 0%。 

平时成绩由作业完成情况和考勤情况决定，作业布置 4次以上。 

课后作业必须在指定的时间交来，不得推迟延误，要求手写，不准打印。 

缺勤 1次从最终总成绩里扣 5分。 

9.3考试形式及说明 

本课程为考查课性质，不举行闭卷考试，成绩 100%来源于平时成绩。 

10．学术诚信规定 

10.1考试违规与作弊 

本课程考试的违规与作弊处理依照《四川轻化工大学大学生修读指南》中的

有关条例、处理办法、界定与处理标准施行。 

10.2杜撰数据、信息等 

 本课程目前尚没有配套的实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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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学术剽窃等 

 本课程的作业应认真独立完成，不应抄袭他人作业。 

11．课堂规范 

11.1课堂纪律 

1、学生必须准时上下课，不应迟到和早退，更不准无故旷课。 

2、上课期间禁止使用手机，手机应调整为震动模式。 

3、上课时学生要衣着整齐，专心听讲，认真记笔记，禁止随意交谈或阅读

与上课无关的书籍。 

4、教师提问学生时，学生应起立回答，学生遇问题需问教师时，应举手示

意，经教师同意后起立发问。 

5、上课期间，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出教室，或在课堂内逗留。 

6、教室内必须保持整齐洁净，不允许踩踏桌椅，禁止吸烟和吃食物，不得

随意在桌上涂写，不得随地扔碎纸和吐痰，上课前和课间应有值日同学将

黑板擦净。  

7、在教学楼内应保持肃静，不得在走廊和教室内高声喧哗以及做有碍上课

的活动。 

8、同学之间要互相谦让，互相照顾，不得抢占座位。 

9、非经教学楼管理部门同意，教室内一切备品都不得任意搬动，要自觉爱

护教室内的一切备品。 

11.2课堂礼仪 

一、教师课堂礼仪 

1、仪容仪表整洁，衣着庄重得体，不着奇装异服。 

2、做好课前准备，上课前不饮酒，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3、上课不迟到，下课不提前，不拖堂，中途不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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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课礼仪：上课铃声停止，教师发出“上课”口令，班长：“起立”！学

生起立并齐声向老师致敬：“老师好”！教师还礼发出“请坐下”口令，正

式上课开始。 

5、下课礼仪：下课铃声停止，教师发出“下课”口令，班长：“起立”！学

生起立并齐声向老师致敬：“老师再见”！教师还礼：“同学们再见”！正式

下课。  

6、教学姿态要自然，举止文明不吸烟。 

7、教学要讲普通话，语言文明不粗俗。 

8、使用国家通用的规范汉字，板书工整规范。 

9、课堂上不接听电话，不做与教学无关的事。 

10、教师必须严格管理课堂、组织教学，对任教课内的常规纪律负全责。

对学生违反课堂常规要求的行为要及时制止，及时教育。 

11、教师要重视学生课堂行为规范的养成，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和礼貌习

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二、学生课堂礼仪 

1、上课铃响，学生应迅速进入教室安静端坐，准备好学习用品、本节课所

需课本、笔记本等，恭候老师上课。 

2、老师进教室，说“上课”，班长喊“起立”（声音要洪亮），全班同学起

立并齐声说“老师好”，老师回应“同学们好”。在老师回应后，全班同学

一起坐下，老师开始上课。 

3、下课铃响，老师宣布下课，班长叫“起立〞，全体同学起立并齐声说“谢

谢老师”，待老师还礼后学生方可离开教室。 

4、迟到同学应在教室前门先喊“报告”，经老师批准后方能回座位。 

5、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教室，应先举手，起立向老师说明原因，经老师同

意后从后门出教室。 

6、专心听讲，不翻阅与本课无关的书、报、杂志，不说闲话，发言先举手

示意，不在座位上七嘴八舌。 

7、按安排的座位就坐，坐姿要端正，不移动课桌和换座。 

8、上课期间不接听手机或收发短信、玩游戏，不吃东西、不吸烟或做其它

妨碍教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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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穿拖鞋、不只穿背心、短裤进入教室，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纸屑，不

准在学校和教室打扑克，保持教室文明。 

10、课间休息，学生不在教室内追逐打闹，不得损坏公物。 

11、尊敬老师，珍惜老师的劳动，自觉遵守课堂纪律，在违反纪律时，要

虚心接受老师的批评，不顶撞老师。 

12．课程资源 

12.1教材与参考书 

《炭纤维与纳米炭材料》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炭纤维、纳米炭材料。炭材料

领域虽然有很多学术专著可供参考，但是国内目前没有很合适的公开出版教材，

主要依靠教师讲解。纳米炭材料部分目前可以采用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5年张耀

君编写的《纳米材料基础（双语版）》一书。 

12.2专业学术专著 

许鹤鸣.碳纤维[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上海石油化学研究所. 丙烯氨氧化合成丙烯腈[M] ..北京：燃料化学工业出

版社，1972. 

刘之奎. 腈纶纺丝[M] ..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81. 

吴云书. 材料与科学工程基础[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0. 

贺福. 碳纤维及石墨纤维[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王茂章, 贺福所. 碳纤维的制造、性质及其应用[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5. 

曾汉民. 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显微图象[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大谷杉郎. 复合材料入门[M]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 

刘吉平. 碳纳米材料[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陈光华. 金刚石薄膜的制备与应用[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沈海军. 新型碳纳米材料：碳富勒烯[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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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会明. 纳米碳管制备、结构、物性及应用[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2. 

陈永胜. 石墨烯 新型二维碳纳米材料[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许鹤鸣. 碳纤维[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018全球石墨烯产业研究报告（摘要

版）[M]. . 北京：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18. 

12.3专业刊物 

 国内刊物主要是核心期刊《新型炭材料》，国际刊物主要是《Carbon》等。 

12.4网络课程资源 

我校的能源化工专业网络课程资源尚在建设之中。 

12.5课外阅读资源 

 请同学们广泛阅读网络上有关炭纤维和纳米炭材料领域的科技文章以及政

策走向报道。炭纤维和纳米炭材料都是高新技术炭材料，但是前者实用性更强，

后者目前以理论探索为主，对于国家的现在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因此请给与足

够的关注，不仅仅是科技进展的有关报道，国家的政策走向也同样重要。 

13．学术合作备忘录 

13.1教师作出师德师风承诺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深知肩负着教书育人的责任。我将严格遵守教育部《关

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和《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对

高校教师的各项要求，做到爱岗敬业、关爱学生,刻苦钻研、严谨笃学，勇于创

新、奋发进取，淡泊名利、志存高远。我决心做一名师德高尚的人民教师并郑重

承诺：  

一、爱国守法。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严格遵守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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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律法规，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课堂讲授有纪律，不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损害国家形象和人民利益、影响社会稳定和校园和谐、损害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

益、宣扬邪教和宣传封建迷信等行为；不有其它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言行。 

二、敬业爱生。恪尽职守，甘于奉献；坚持终身学习，刻苦钻研，拓宽学术

视野，优化知识结构；尊重关爱学生，严格要求、平等公正对待学生；不索要、

收受学生及其家人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 

三、教书育人。坚持教学中渗透德育；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教；积极

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不拒绝学生的合理要求；不通过向学生推销

书刊等商品获取利益；不从事影响教育教学的兼职兼薪工作。 

四、严谨治学。尊重科学规律，坚持真理；能够团结合作，协同创新；秉持

学术良知，恪守学术规范；自觉抵制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不弄虚作假、不

抄袭剽窃、不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不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不重复发表自己的

科研成果；不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 

五、服务社会。勇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传播优秀文化，普及科学知

识；自觉承担社会义务，主动参加社会实践，积极提供专业服务。 

六、为人师表。坚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言行雅正，举止文明，以高尚师

德、人格魅力和学识风范感染学生；自尊自律，清廉从教，以身作则，自觉抵制

有损教师职业声誉的行为；不在各类考试、推优等工作中徇私舞弊；不对学生实

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不有其他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                                      

                                                 

承诺人：       

年     月    日 

13.2阅读课程实施大纲，理解其内容 

课程实施大纲具有 4个方面的功能：1、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契约合同；2、学

生的学习工具；3、师生沟通的桥梁；4、教学评估的工具。因此请同学们务必要

认真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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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同意遵守课程实施大纲中阐述的标准和期望 

 
选课学生签名：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14．其他必要说明 

本实施大纲在课程的实际实施过程中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持续的更新和优

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