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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我国胶黏剂产业蓬勃快速发展的现状和多年来精细高分子化工课程的教学经验,总结了胶黏剂课程内

容的教学特点和教学现状。针对目前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完善学习资料、抓住课程主线、融入绿色环保的理念入

手,并结合专业认证的要求,对本专业胶黏剂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通过这些举措,显著的加强了教学管理,提高了教学

效果。

关键词:胶黏剂;精细高分子;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0356(2020)01-0060-02

收稿日期:2019-09-20
基金项目: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一般项目《“精细高分子

化工”课程教学改革》(2017BKJGLX156);西安工程大学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19JGYB34)

作者简介:张彩宁(1977-),女,陕西宝鸡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聚合物
改性研究,E-mail:zcn1977@163.com。

  近年来,随着我国胶黏剂产业的快速发展,胶黏剂

的产值已稳居精细高分子化学品中的首位[1],我国已

成为胶黏剂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相应地,国内对于从

事胶黏剂生产和研发的专业技术人才需求大幅度增

加。在我校高分子材料专业开设的精细高分子化工课

程内容中,胶黏剂是其教学的重点。这部分内容重点

介绍了胶黏剂的特点、配方组成、粘接机理、各种胶黏

剂的合成反应原理、性能以及应用等。这部分内容的

学习,能够为学生在将来从事胶黏剂的研发工作提供

技术支撑。为了更好地服务社会,提高办学效果,满足

专业认证的需求,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教学改革。

1 教学方法的改革

笔者担任本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已有数年之久,在
教学过程中,胶黏剂的合成反应原理和粘接机理一直

都是重点讲解的内容。本科教学改革导致课程学时压

缩,所以要在有限时间内把课程内容讲完,还要保证学

生能够掌握足够的知识量,深感难度很大。尤其是本

专业的学生,化工基础知识相对比较薄弱,对胶黏剂合

成反应机理理解不够深入,对粘接过程的本质认识不

足等,都致使学生在学习该课程的过程中信心不足,学
完之后也难以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知识体系,从
而阻碍了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解决胶黏剂研发和

使用的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

上来,让学生对学习内容产生兴趣。兴趣是学生学习

的重要动力,也是培养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在教学

过程中,对一些理论性较强的内容,例如胶黏剂制备过

程中一些反应路线等,采用传统板书的形式,一步一步

地展示给学生,过程中不断提问,引导学生跟上教师的

思路,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使知识点更加

容易理解和掌握。而对于一些枯燥乏味的课程内容,
如胶黏剂的生产设备、施工工艺、检测设备、测量方法

等,则大量采用多媒体课件开展教学活动,尽可能利用

视频或者图片的形式,让抽象的课程内容变得生动、形
象。

1.1 开放式教学

开展讨论式教学方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抓住课

程的主线,理清思路,安排学生在相关内容讲授完成之

后进行分组讨论。此外,由于各类胶黏剂都遵循着结

构、性能及机理的共性,所以在合成制备方法及性能测

试上也存在着共性。譬如胶黏剂中的一大类———氨基

树脂胶黏剂,其主体材料为脲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

脂。前者是尿素和甲醛的缩合产物,后者则是三聚氰

胺和甲醛的缩合产物,两者都是氨基和甲醛的反应产

物,因此其合成反应机理基本相同。故而将这些共性

的内容安排在讨论环节进行学习,让学生自主地去发

现具体反应过程中的不同之处,加深印象。讨论环节

结束之后,每组派一个代表上台分别阐述其观点、提出

问题,最后老师针对学生理解和掌握的情况给予评价

和总结。

1.2 “翻转式课堂”教学方法

为了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以学生为

主的教学活动,布置一些胶黏剂的热点和前沿题目,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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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课下查阅文献,并制作成PPT,在课堂上进行5
min左右的讲述。然后由教师进行点评[2-3]。这样不

但使学生掌握了查阅文献资料的技巧,培养了学生主

动获取胶黏剂相关知识的能力,而且还激发了学生学

习的兴趣,提高了学生整理文献资料及结合文献资料

进行综合分析的能力。同时,在团队合作过程中,也培

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意识,为将来在高分子材

料生产、研究和开发团队中承担相应角色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1.3 案列分析

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分析方法。如让学生在

课堂上扮演生产开发人员,针对铸铁轴承件的磨损进

行修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学生根据高分子材料相关

知识,选择环氧树脂作为黏料,设计基础配方,阐明配

方各组分的功用,并制定出具体的施工工艺流程。通

过案例分析,学生对环氧树脂胶黏剂配方设计的基本

原理、胶接工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对环氧树脂胶

黏剂的具体应用情况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此外,在现有教材的基础上,为扩大学生的知识

面,激发学习兴趣,推荐给学生一些有关胶黏剂先进生

产技术及配方研制方面的参考书籍以及国内外相关的

文献资料,如国内的《黏接》、《中国胶黏剂》、《化学与黏

合》等专业期刊以及美国的《AdhesivesAge》、德国的

《Adhesion》等期刊。

2 实验教学的改革

实验课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实验

课教学可以弥补理论课教学的不足,并可以使学生理

论知识得到巩固和灵活运用,所以对于培养新世纪人

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4-5]。
在本课程实验内容的改革过程中,并不是完全废

弃原来的实验内容,而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精细高

分子化工原有的课程实验为“醋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和“旋转黏度计测定聚乙烯醇水溶液黏度”,与胶黏剂

实际应用联系不够紧密。在此基础上,改进了新的课

程实验内容,分别为实验一:白乳胶的制备及胶接,采
用乳液聚合的方法准备白乳胶,将其涂覆到木材表面,
进行粘接;实验二:胶接性能的测试,用万能试验机测

试胶接件的剪切强度,并对断面的形貌及破坏形式进

行理论分析。这样就将胶黏剂的制备、胶接工艺和胶

接性能测试有机地结合起来,更贴近实际应用。对学

生毕业后从事实际工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3 融入绿色环保理念

绿色环保是指人类为了保护大自然而采取的一种

行为,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相对于欧美国家,我国在

绿色环保材料方面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我国经

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自然资源的高浪费,导致污

染程度的加深,污染范围的扩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提出了“金山银山更是绿水青山”的发展战略。为

适应这一要求,胶黏剂行业也需要深入绿色环保的理

念,加强研发环境友好型的胶黏剂,促进行业的整体发

展[6]。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将绿色环保的理念融

入到教学中,引导学生认识到当前传统胶黏剂的不足,
强调科学合理地使用胶黏剂,强调开发绿色胶黏剂,以
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4 结语

胶黏剂行业是一个传统的行业,而胶黏剂科技的

发展,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建
筑业、包装业、制鞋业等领域都使用大量的胶黏剂。正

确合理地使用胶黏剂,研究开发符合环境保护的胶黏

剂,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需要越来越多的胶黏剂

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在精细高

分子化工课程做的教学改革,也能够为实现该目标做

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 斌,朱兴明,孙明明.联苯酐型聚酰亚胺胶黏剂的合成

与性能[J].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2010,26(1):5-8.
[2] 蒋 璐,崔晓军.基于多元化反馈机制的翻转课堂优化与

实践[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1):99-104.
[3] 陈月红.翻转课堂在高校教育学中的应用研究[J].黄河

之声,2018,(23):64-65.
[4] 邓书端,杜官本.高等林业院校“胶黏剂化学与工艺学”课

程教学改革初探[J].中国林业教育,2018,36(5):41-45.
[5] 陈 惠,高 强,周文瑞.胶黏剂与涂料实验课程教学改

革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8,(40):267-268.
[6] 陈丛瑾,覃宇奔,胡华宇.基于绿色化学理念的《胶黏剂与

涂料》教学改革[J].广东化工,2014,41(8):162-163.

(下转第64页)

·16·     2020年第1期             教学研究




应该一边收集各个环节的反馈,一边调整课程,让它最

大化适用于专业教学和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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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IE-basedClothingTemplate
TechnologyinGarmentProcessCourse

ZHOU Wen
(FashionInstitute,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101,China)

  Abstract:TakingpresentteachingsituationofclothingdesignandengineeringinSichuanNormalUniversityasanexample,on

basisofanalyzingtheapplicationofclothingtemplateinindustrialtechnology,startingwiththereformoftheteachingcontentand

teachingmethodofclothingtechnologycourse,theapplicationsystemofclothingtemplatetechnologyingarmenttechnologycourse

basedonIEwasconstructed,tosimulateworkingenvironmentandmodeofmoderngarmententerprise,andimproveteachingeffi-

ciencyandlearningeffectofclothingcraftcourse.Italsocultivatedstudents'comprehensivepracticalapplicationability,innovationa-

bilityandmarket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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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formofAdhesiveinFinePolymer
ChemicalIndustryCourse
ZHANGCai-ning,WANGXu-man

(Schoolof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BasedontherapiddevelopmentoftheadhesiveindustryinChinaandtheteachingexperienceoffinepolymerchemical

industrycourseovertheyears,theteachingcharacteristicsandteachingstatusoftheadhesivecontentweresummarized.Aimingat

theexistingproblemsintheteachingofthecourse,startingfromtheideaofimprovingthestudymaterials,graspingthemainlineof

thecourse,integratingthegreen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combiningwiththerequirementsof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the

teachingreformofthisprofessionaladhesivecoursewascarriedout.Bythesemeasures,theteachingmanagementandtheteaching
effectweresignificantlyimproved.

Keywords:adhesive;finepolymer;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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