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航空发动机原理

课程团队 徐志晖、张国臣、骆丽、任国哲

课程简介 《航空发动机原理》课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较强的

课程，研究对象结构复杂精细、设计难度高，工作原理涉及大量

公式和复杂计算分析方法。航空发动机理论问题分析非常抽象，

发动机各个部件协同工作的影响因素众多并相互干扰，课程工程

性极强。因此，课程注重培养学生学生在发动机设计和测试等方

面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及具有一定的解决航空发动机研

制和生产过程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取得的成果 《航空发动机原理》是我校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的必修课、

学位课和核心课，有力地支撑了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专业性、系

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近五年来，课程开展了教学体系、教学模式、课程资源、课

程思政和实验教学等方面的建设，并与专业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

等教学环节共同形成了立体化人才培养体系。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课程教学内容与模式不断创新：一是将课程思政贯穿教学内

容和环节之中，树立航空报国理想信念，二是将航空发动机设计、

制造、试验过程中的新技术和前沿科研成果引入理论教学；三是

将现场教学法、工程案例法和参与式教学法等教学方法引入理论

教学。第四，将“线下教学、线上管理”的教学模式引入课程教

学。第五，引入新的学习成果评价机制，将非标准化、全过程和

教考分离等考核方式引入综合性教学评价体系。

课程教学组织与实施卓有成效：第一，课程教学过程主要包

括课前预习新课内容并测试前序知识点，课中讲解，课后复习和

完成作业以及同行评价和学生评教等。第二，课程教学组织和实

施中，形成了“线下教学、线上管理”的新的教学模式，课程在

线下教室、线上雨课堂和腾讯会议同步授课，线上微信群随时辅

导，教师通过雨课堂分析学情，以满足学生和教师的不同需求。

综上所述，《航空发动机原理》课程改革成效显著，主要体现



以下几个方面：① 形成了“线下授课、线上管理”的教学新模式，

营造多样化的学习环境，提升课程总体教学质量；② 构建了立体

化工程应用和创新能力培养体系，通过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和教

学手段建设，与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共同形成了

立体化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体系；③ 建立了课程全过程评价

与考核机制，将非标准化、全过程和教考分离等考核方式引入综

合性教学评价体系，多维度、全过程、综合性评价学习成效；④ 支

撑了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近五年主持与参与课程相关教研教改

项目 8 项，发表论文 4 篇，主持实验教学建设项目 2 项、撰写实

验指导书 1本。专业学生就业率和考研率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