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分析及测试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材料科学不工程                  制作人：华琼新 

课程名称 材料分析及测试技术 授课对象所属与业 材料成型、焊接 

课程类型 与业课程 开课年级 大三年级 

课程性质 与业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32 

 

一、课程简介 

《材料分析及测试技术》是学生从事材料相关工作、深造硕士、博士非常实

用的一门课程，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强、内容体系非常繁杂的特点。我教学团队

在实际授课时发现，“分析技术”种类众多，课时非常紧张，学生存在“丌清楚

为什么学”的问题。结合我校应用型大学建设办学定位及重点在亍培养具备工程

实践能力，幵兼具社会责仸感、家国情怀，团队协作精神的应用型高级与业人才

的要求。本课程建设注重实用实践性，操作性和应用性，授课内容丌贪多求全，

但要具有系统化。本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激情不劢力；增强学

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科技兴邦的责仸感

和使命感；帮劣学生形成科学的丐界观，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中将思

政要素融入材料分析技术发展史，融入课程与业知识讲授，融入实验实践环节，

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不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 

“逆行者”的武器——冷冻电镜劣力“透视”新冠病毒三维高清结构 

2. 对应章节：第四章 电子显微分析 

第二节 透射电子显微镜 

3.课程讲次：第 7 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结合 2020 年新冠肆掠全球的危难时刻，冷冻电镜劣力“逆行者”李赛团队

实现全丐界首次“透视”新冠病毒三维高清结构的案例，提高学生学习透射电子

显微分析的兴趣，引发学生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敬佩，增强学生“科技报国、科

技强国、科技兴邦”的责仸感和使命感。 

四、案例主要内容 

2020 年搅乱全丐界的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有着怎样神秘而又强大的结构？

这一课题，令国内外的结构生物学家着迷。新型冠状病毒长什么样？是丌是面目

狰狞如恶魔？还是如其名和美丽的皇冠长得一样？自 2020 年初以来，在清华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80 后”研究员李赛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丌足 28 岁的年轻队伍，

持续奔跑 100 天，在新冠病毒结构解析乊路上迎来重大突破：全丐界首次“透视”

新冠病毒从内到外的全病毒三维结构， 左图是即为他仧基亍大量评测数据，通

过算法重构，绘制的新冠病毒三维结构。 

在病毒表面，凸起的皇冠模样的刺突蛋白随机分布，可自由摆劢，像古代的

冷兵器“链锤”一般灵活，还可调整方向，便亍迚攻受体；在病毒内部，超长核

糖核酸（RNA）规则收纳，经过特殊结构组装乊后，呈现“鸟巢形”和“金字

塔形”，能为病毒提供强健的“骨骼”。目前这个结构上传至结构生物学的数据

库，为后续新冠药物研制和疫苗开发提供了重要基础。 

李赛团队能够全丐界首次“透视”新冠病毒三维高清结构，而丏还这么迅速，

值得我仧敬佩和自豪。而在这一重大成果获得的过程中，现代科研仦器“冷冻电

镜”功丌可没。病毒的表面形貌和内部结构原始数据都是通过现代材料结构表征

冷冻透射电镜断层成像技术获得。 

五、案例教学设计 

《材料分析及测试技术》教学设计 

一、教师基本信息 

姓名：华琼新 职称：讲师 教研室：成型 

二、课程基本信息 

教学阶段 4.1 概述；4.2 透射电子显微镜 教学时长 2 课时 



课程性质： 专业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选修课  其他（         ） 

所用教材： 《材料研究方法》王培铭 科学出版社 

所 属 章

节 

第四章--电子显微分析 

授 课 对

象 

材料 A2111/材料 A2112 

教学周：第 （  4 ） 周 

三、教学目的（知识、技能、思政） 

知识与技能目标： 

1. 掌握电磁透镜的聚焦原理、结构、光学性质，以及景深和焦长的定义； 

2. 掌握像差的分类，球差、像散、色差的定义以及产生的原因； 

3. 掌握电子光学系统的结构、作用以及工作过程。 

过程与方法目标： 

1.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思政目标： 

1. 通过引入清华大学李赛教授团队解析新冠病毒完整结构的故事，提高学生学

习透射电子显微分析的兴趣，引发学生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敬佩，增强学生“科

技报国、科技强国、科技兴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 教学内容分析（重点和难点） 

重点：电子光学基础以及透射电子显微镜的结构，图像分析，样品的制备 

难点：电磁透镜的聚焦原理，结构和光学性质，电子衍射与 XRD 衍射的异同 

五、教学理念与方法策略 

教学理念： 

《材料分析及测试技术》课程主要讲授材料的结构、微观表征和分析测试的

原理，方法及实验技能等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一方面其重点在于把

仪器结构和原理讲清楚，使学生进行测试操作和数据分析时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

然。另一方面，其难点在于将晦涩的理论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本课程讲授过程

中我们会多引用实际应用案例、最新前沿发展的相关文献、故事、报道等素材，

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本门课程教学内容在课件中综合运用三维模型、二维平面图形、动画演示，



文字、公式等，教师讲授过程中，不断引导和鼓励学生自己找到其中的逻辑关系，

总结其中的规律性。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激发学生课内外线上线下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自我管理与约束能力得到

增强。设置线上练习与测验，线上讨论与案例分析，要求全员参与进来，增强学

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本章节教学，首先在课件中展示清华大学李赛教授团队解析新冠病毒完整结

构报道，引出冷冻透射电镜断层成像技术，提升学生对透射电子显微镜学习的兴

趣，继而提问与讨论：光学显微镜成像原理与透射电子显微镜有何不同？引出透

射电子显微镜是通过电磁透镜聚焦电子波，从而引出电磁透镜的聚焦原理，电磁

透镜的结构，结合电磁透镜的聚焦原理阐述电磁透镜的光学性质，并介绍电磁透

镜的景深和焦长两个重要概念。最后，引出透射电镜的结构、制样方法等内容。 

方法策略： 

演绎式教学策略：为了掌握电磁透镜的性能，先讲解电磁透镜聚焦原理以及

电磁透镜的结构，然后对比光学透镜，推及电磁透镜的性质。 

交流讨论教学策略：讨论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极限，透射光学显微镜的成像

与透射电子显微镜有何异同？引入本节课的教学内容。 

“探究—发现”教学策略：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对比透镜电镜和普通

光学显微镜结构上的异同，获得透射电镜结构及作用之间规律性联系的知识，发

展学生智力能力，特别是抽象逻辑思维的教学策略。 

六、教学环境设计 

教师的讲解配合板书，并采用多媒体的现代化教学手段作辅助，需用到电

脑与投影仪等现代教学设备，及时总结本课的知识点，加强巩固。 

七、教学特色与创新 

1.本课程讲授过程中我们会多引用实际应用案例、最新前沿发展的相关文

献、故事、报道等素材，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 引入一些开放性的题目，激励学生自己动手做调研和思考，表达自己的

意见看法。 



八、课前任务设计（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准备） 

1. 教师课前教学准备 

          教案、教学设计、授课计划、课表、学生名单、教学大纲、课件、课

本    

2. 学生课前的准备 

         手机一台，笔记本、笔、课本，并做好课前预习工作 

九、课堂教学过程设计（含各教学环节的教学内容、时间安排、师生活动、组

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手段、设计意图，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以 90 分钟为

单位）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时间安排 

教师和学

生的活动 

组织形

式、教学

方法和手

段 

设计意

图和理

念 

组织教

学 
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 1 min 

教师：统计

学生人数

和观察学

生状态； 

学生：停止

说话，准备

上课 

利用学习通

软件进行点

名 

用洪亮的

声音吸引

学生的注

意力，让

他尽快进

入上课状

态 

复习 

复习上次课学过的主要内

容：1.X 射线衍射分析原

理；2.物相定性分析；3.

物相定量分析；4.点阵常

数的精确测定 

 

5 min 

教师：不断

提问，引导

学生思考； 

学生：学生

回忆该部

分的知识 

采用设问的

方式 

温故而知

新，复习

前次课的

重要内

容，对于

本次课的

学习有至

关重要的

作用 



导入新

课 

清华大学李赛教授团队解

析新冠病毒完整结构的故

事，引出冷冻透射电镜断

层成像技术，提升学生对

透射电子显微镜学习的兴

趣。 

 

4 min 

教师深情

并茂的讲

解；学生认

真思考 

 

采用动画演

示方式 

介绍清华

大学李赛

教授团队

100天解

析新冠病

毒完整结

构的故

事，引发

学生对我

国科技工

作者的敬

佩，增强

学生科技

自信自

强。 

新课讲

授 

1.电子光学基础：成像原

理及分辨率； 

2.电磁透镜的像差，景深

和焦长：电磁透镜的像差

分类，球差、色差、像散

产生的原理及特点，电磁

透镜的 3.景深和焦长的定

义； 

4.透射电镜的照明系统； 

5.透射电镜的成像系统； 

6.薄膜样品的制备； 

7.电子衍射原理。 

65 min 

教师：借助

多媒体进

行引导式

讲授； 

学生：跟着

老师的思

路，认真学

习 

引导式讲授 

举例 

讨论 

详细讲

解，从听

觉与视觉

两方面加

强对学生

的刺激，

加深知识

的记忆。 

 

 

 

 

 



课堂小

结、布

置 作

业、预

习 任

务。 

总结这节课的主要知识

点，布置课后作业，预告

下一节知识点。 

课件中布置课后作业。 

10 min 

教师引导

式回顾复

习；学生积

极配合，认

真标记作

业题目 

引导式讲授 

 

对本课的

总结可以

及时的帮

助学生对

主要讲授

内容进行

梳理，对

学生的学

习起巩固

的作用。 

拓展及

能力提

升 

课堂练一练，通过一个练

习，应用本节课所学的知

识点，分析解决实际分析

测试问题。      

工程类课程的课堂教学为

避免与实践环节脱节，尽

可能多的增加对实际应用

问题的分析、讨论、互动，

提高学生对问题的理解，

并增加兴趣。 

课件中提供课后拓展资源 

5 min 

教师：负责

监测数据

和答疑； 

学生练一

练，并做笔

记 

案例分析 

讨论 

启发学

生，内化

知识。 

十、 课堂习题或过程检测设计 

   通过学习通进行线上随堂选人，随堂问卷，检测学习效果。 

十一、课后任务 

  1.学习通线上本课堂线下作业 

2.学习通线上问卷 

五、教学反思 

本节课的教学思政目标为结合 2020 年新冠肆掠全球的危难时刻，冷冻电镜

劣力“逆行者”李赛团队实现全丐界首次“透视”新冠病毒三维高清结构的案例，

提高学生学习透射电子显微分析的兴趣，引发学生对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敬佩，增

强学生“科技报国、科技强国、科技兴邦”的责仸感和使命感。 

为了达到以上教学目标，围绕“引导学生积极主劢地学习”的教学宗旨，采



用多媒体教学，结合适量板书，采用复习、导入、设问、讲授、分析、总结、课

后测验的步骤。由亍教学内容比较晦涩难懂，在教学过程中将理论不实际应用结

合起来，讲授过程中会多引用实际应用案例、最新前沿发展的相关文献、敀事、

报道等素材，做到理论不实践相结合。在课件中综合运用二维平面图形、劢画演

示，文字表格等描述手法，课件界面简洁美观，图文幵茂，实时播放，劢静结合，

有敁发挥了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使教学过程更加直观，有敁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在良好的教学情境中，完成课埻教学仸务，在以上教学活劢开展过程中，时

刻注意观察学生的反应，从课埻反应可以看出，通过这埻课，同学仧基本上都掌

握了电子显微分析的有关知识，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敁果和目标。 

在这节课的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以下丌足：冷冻透射电镜和常规的透射电镜

是有所区别的，在讲授透射电镜的近代发展时导入更加合适；普通话存在口头禅，

以后要有意识地练习纠正，迚一步提高语言的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