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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高等学校《热力学》和《传热学》课堂教学 

    培训与研讨高级研修班”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 

在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和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积

极倡导下，西安交通大学热流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

学院于 2014 年 7 月 6 日至 7 月 12 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了“2014 年全国高等学校《工程

热力学》和《传热学》课堂教学培训与研讨高级研修班”。该培训班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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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此次教师培训研修班，旨在加强本科相关专业课程的高校教师之间的交流，推进课程资

源共享；更为了帮助青年教师，尤其是帮助西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高校的青年教师提

高课堂教学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也是希望通过搭建教师交流、帮扶、发展平台，

推动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掌握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能力。      

    西安交通大学是本届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任单位，举办

的这次高级研修班，也是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以及西安交通大学第一

次举办的我国能源动力类专业的课堂教学暑期教师培训班。全国高校教师报名踊跃，最终筛

选了来自国内 31 所高校的 85位教师参加。 

    在为期 7天的培训期间，研修班就能源动力类的重要基础课程《工程热力学》、《传热

学》的核心内容，由包括中国科学院陶文铨院士、国家级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在内的、长期在本科教学一线的多位优秀教师，

分专题进行了课堂教学的示范和交流。此外，还专门邀请台湾成功大学航太系主任郑金祥教

授为学员们对斯特林引擎技术及其工程实践教育方面的应用进行了讲解。研修班期间还邀请

了有关专家，开设了与教学相关的学科前沿讲座；同时也邀请了 8位不同高校的老师进行了

讲课交流、点评。开班期间，参加研修班的教师就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方面，

开展了积极的探讨，深入的交流，相互的学习，大家彼此介绍了教学中自己宝贵的经验和作

法，教学中的难点处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等等。      

    学员教师们普遍反应收获颇丰。有的学员们说道：“研修班收获巨大，不仅学到了学科

方面的知识，同时学到了各位主讲教授严谨的工作作风，高尚的师德风范，充满趣味的教学

方法，同时体会到了交大教师的优良传统完整的传承。”“聆听了专家教授的授课受益匪浅，

尤其是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涵盖了传热学和工程热力学对于本科生而言的所有重点和知识

点，可以说是精心的策划。各位大师授课重点突出，讲课精彩，更凸显了各自的人格魅力及

大师风范。让我们大开眼界。建议这样的培训班能够定期举办，并形成长效机制，为更多的

教师提供机会，让交大的优良教学资源，教学理念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院长丰镇平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何雅玲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朱继洲教授，分别在开幕式

上和闭幕式上致辞，希望大家加强交流、强化合作，为提高我国工科高校工程热力学、传热

学的教学质量不断努力，争取更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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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时间安排 

授课时间：7 月 7 日-7 月 12 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8:30） 

授课地点：教学主楼 D 206 

时  间 授课教师 授课内容 

7 月 7 日 

9:00-12:00 

屈治国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传热学》 

导热问题及数值计算 

7 月 7 日 

14:30-18:30 

唐桂华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传热学》 

对流传热及进展 

7 月 8 日 

8:00-12:00 

王秋旺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陕西省教学名师 

《传热学》 

辐射传热计算 

7 月 8 日 

14:30-18:30 

曾  敏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传热学》 

换热器设计方法 

7 月 9 日 

8:00-12:00 

何雅玲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国家级教学名师 

《工程热力学》 

热力学第一定律 

7 月 9 日 

14:30-18:30 

何茂刚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工程热力学》 

实际气体的热力性质 

7 月 10 日 

8:00-12:00 

赵小明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工程热力学》 

热力学第二定律 

7 月 10 日 

14:30-18:30 

何茂刚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工程热力学》 

热力循环 

7 月 11 日 

全天 
兄弟院校教师选讲部分章节，具体安排见后 

7 月 12 日 

8:00-12:00 

郑金祥 

台湾成功大学教授 

斯特林引擎技术简介及工程实作教育方面的应

用 

7 月 12 日 

14:30-17:30 

陶文铨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级教学名师 

从传热学看能源动力学科基础研究的近期发展 

7 月 12 日 

17:30-18:30 
何雅玲主任致辞并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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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院校教师选讲课程安排 

授课时间：7 月 11 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4:30-18:30），每节课授课 30 分钟，讨论 20

分钟。 

授课地点：教学主楼 D 206 

参与讨论专家：热流科学与工程系全体《工程热力学》及《传热学》教授 

特邀嘉宾：祁大同教授、曹子栋教授 

主持人：上午：何茂刚教授；下午：陶文铨教授、王秋旺教授 

 

时  间 授课教师 授课内容 

8:00-8:50 
梁坤峰 

河南科技大学 
压缩蒸汽制冷循环 

9:00-9:50 
翟融融 

华北电力大学 
气体与蒸汽流动 

10:10-11:00 
李元媛 

华北电力大学 
燃气轮机装置简单及实际循环 

11:10-12:00 
高  鹏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半无限大的非稳态导热 

14:30-15:20 
刘存良 

西北工业大学 
通过肋片的导热 

15:30-16:20 
曹海亮 

郑州大学 
对流传热问题的数学描写 

16:40-17:30 
刘  璐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非稳态导热的集总参数法 

17:40-18:30 
杜永成 

海军工程大学 
辐射基本定律及辐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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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收获集萃 

王燕 （兰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首先，感谢教育部能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感谢西安交通大学教师发展中心及热流

科学与工程系，感谢几日来为我们辛勤授课的老师，您们辛苦了！ 

    其次，这次学习我收获特别多，尤其是授课中对学生科技创新能力的启发，人生的思考

等方面的启迪，使学生能有较好的人生价值观和未来发展的思考。另外，用大量鲜活的举例

来授课，解释各个公式的物理本质，这些方面我在教学过程中都很欠缺，给我很大启发，也

让我深刻地思考。还有各位老师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也让我非常感动，非常敬佩，我将

立志向各位老师学习。 

    最后，我建议以后多组织这样的教学展示活动，惠及更多老师。 

 

赵海波（烟台大学海洋学院制冷工程系）： 

    收获：（1）对讲课的导入、展开、总结的过程有更深的认识；（2）研修课提供了一个很

好的与国内院校教师交流的平台，对兄弟院校的教学有更好的了解；（3）专家对教师讲课的

总评让我受益更多。 

    意见和建议：（1）增加传热与热力实验教学的介绍；（2）增加青年教师本专业科研方法

的介绍。 

 

赵斌（河北联合大学）： 

    六天来的集中培训完善了我的知识结构，更新了教学理念，何老师的热力学和王老师的

传热学示范讲解和对课程的重点剖析必将影响我的教学实践，提升我的教学能力。西交大的

热力学和传热学的教学科研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能在这个平台参加高级研修班潜在的意义

更加深远。 

建议在明年 5 月份举办高等热力学和高等传热学研修班，可同时观摩西交大博、硕士毕

业答辩，全面提升全国研究生教学。 

 

曾宪阳（中国计量学院）： 

    感谢西安交通大学热流中心举办的这次培训与研讨会，让我们有机会亲身感受交大教授

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风采，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大大开阔了眼界，特别是在授课时如何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吸引学生学习兴趣，将理论与实际生活现象结合起来，更好地理解传

热学与热力学的基本原理等方面，受益颇多。 

    可能的情况下，能否将传热学和热力学分开进行研讨，或许效果更好。 

 

吕硕(北方民族大学)： 

收获巨大，不仅学习到严谨的科学知识，同时学习到了各位教授严谨的工作作风，高尚

的师德师风，充满趣味性的教学方法，同时体会到了交大教师优良传统的完整传承。希望多

多举办此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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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兰州理工大学）： 

    1. 震撼：创造性培养和素质提升是本科教学的终极目标，不能拘泥于书本知识，给予

学生更多启发，对学生人生道路的帮助； 

    2. 建议：（1）研修班开始，安排了《工程热力学》及《传热学》地位及主要内容之间

关系的概念课程，使青年教师能从大局、客观上把握课程地位、体系；（2）专门组织 1－2

小时教学法及学生特点分析研讨会；（3）组织青年教师参观相关实验室、但不限于专业课实

验室；（4）能否从教育部或相关部位层面出发，组织每年新入职教师教工（热力课程）的岗

前培训，可与研修班合并进行，可首先在热力课程上示范，相信对于青年教师早日站稳讲台

很有帮助。感谢交大所有教师及同学辛勤的组织及劳动。 

 

衣秋杰（山东科技大学）： 

    通过为期一周的研修班的学习，我对传热学和热力学的课程目标更明确了，对多媒体课

件和板书授课的结合方式有了新的理解，对我的课堂教学启发很大。授课教师学识渊博，风

趣幽默，谈笑风生中传道、授业、解惑。 

    提一点建议，如果能把实验教学加入到研修内容中就更好了，我们更希望实地参观参与

到实验教学中，学习一下实验室建设及实验教学、组织方面的经验。 

    希望每年都有这样的培训与研讨！ 

 

刘春梅（河南科技大学）： 

    （1）建议某一课程的主讲教师先介绍交大的基本教学情况，如学时设置、考试类

型等等；（2）授课教师是否应更侧重于教学中的难点剖析和分析？（3）授课教师可多分享

自己的教学体会和教学成长过程；（4）对兄弟院校的选讲部分应扩充院校名额，以利于不同

学校的了解和交流；（5）建议将讲课老师的 PPT放在网上，以便于多媒体教学的学习；（6）

可以在培训课之前，收集讲课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与难点，教学方法的不足，然后进行

针对性的讲解。 

 

陈林（华北电力大学能动学院）： 

    收获：（1）有机会聆听名师讲课，为自己树立了教学工作的榜样。“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一周的时间收获了各位名师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和方法。有助于自己找到教学提高

的方向和方法。从大处来说，多位导师都提到要重点讲述物理概念，厘清课程知识点、理论

体系和内在逻辑关系，通过一些典型，尤其是与生活常识有“冲突”的例子来促使学生思考，

加深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细节来看，要注意符号规范，注意教学语速，板书配合等。（2）

青年教师选讲环节，得到名师们的指导和点评，可以通过具体的讲课实例更好地明确讲课中

存在的问题以及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地方。案例教学的方法很好，争取下次自己也上讲台一次。

（3）感谢各位名师在百忙中为研修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建议：可以更紧凑一点，名师们不一定要讲满 3个小时，个人感觉讲授部分不一定要完

整讲完一个课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