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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材料燃烧失效与防火阻燃课程建设的基本构想、定位和教学思路; 从教材及教学内容优化、加
强实验教学与革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规范课程管理模式入手，将其建设成材料学科的特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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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材料学院是培养材料领域专业人才的基地，不仅注重传授学生基础材料、化学、物理、工程

等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也注重把与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和热点引入教学，促

进学生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学以致用，与时俱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各类装修装饰

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多，由此带来的火灾隐患及灾害规模也逐渐加大。因此，建筑和其他构筑物中使用的

材料、产品及组件的火灾危害性分析及预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和探讨材料的燃烧特性及其阻

燃设计已成为材料科学界，特别是高分子材料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对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学生来讲，了

解材料的燃烧失效及其阻燃设计是必要的。在高校，如何将防火阻燃材料的相关知识通过大学课堂进

行普及，培养综合性人才，是值得探索的事; 特别是在《全民消防安全教育纲要( 2011-2015) 》颁布之后，

积极响应纲要精神，推动学生树立消防意识、掌握消防知识，不仅有利于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安全，而且

对提升国民消防安全素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把材料燃烧失效与防火阻

燃课程引入教学计划并适时地推广，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厦门大学材料学院在防火阻燃材料领域多

年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工作的积累［1-10］，特别是得到福建省防火阻燃材料重点实验室和福建省固体表

面涂层材料技术开发基地两个省级科研平台，以及高分子材料教学实习基地的支持，我们提出建设材料

燃烧失效与防火阻燃课程体系，并努力把它建设成材料学科的特色课程。我们希望通过课堂教学、课堂

讨论、实验教学以及实践教学等手段，使学生了解材料燃烧的物质基础、阻燃机理、阻燃剂及其制备技

术、阻燃体系的设计等; 了解阻燃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关系、表征方法和相关测试仪器的工作原理及应用;

了解阻燃材料及其制品的开发、阻燃效果评价等内容，提高学生对这一功能材料的认知度，更好地为社

会服务。

1 课程定位

材料燃烧失效与防火阻燃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材料燃烧及防火阻燃的基本理论，了解材料的

燃烧失效及现代防火阻燃技术，侧重于培养学生掌握与阻燃材料结构设计、材料阻燃相关的专业基础知

识，拓展学生的视野，注重培养学生在交叉学科领域的创新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树立防

火安全和阻燃必须环保的理念。因此，我们先在材料学院本科生中开设该课程，然后根据学生基础，对

课程内容及整个课程体系进行调整，逐步将其推广成全校性选修课程。
材料燃烧失效与防火阻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我们在教学中，注意紧密结合课程内容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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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课程组教师在产业化方面的积累，强化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在教学实践中注重知识、能力、素质的

协调培养，突破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11-12］，实现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将优化课堂教

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及实验教学、实践教学几方面有机结合，构建材料燃烧失效与防火

阻燃课程教学新体系，并逐步将其建设成材料学科的特色课程。
材料燃烧失效与防火阻燃课程安排在大三的下学期开课，理论课 36 学时，实验课 36 学时。

2 课程体系建设

2． 1 教材选择

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目前，高校开设的类似课程主要

有上海交通大学针对研究生开设的高分子材料阻燃原理与技术课程，使用的参考教材是《无卤阻燃聚

合物基础与应用》、《实用阻燃技术》、《聚合物燃烧与阻燃技术》以及相关的期刊文献; 北京工商大学针

对材料系本科生开设的专业课阻燃材料，使用的教材及参考书为《阻燃剂———性能、制造与应用》和《材

料阻燃性能测试方法》; 中南大学为消防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专业课程阻燃材料技术，使用的参考教材为
《阻燃材料及应用技术》和《阻燃科学及应用》等。这些课程讲授的内容都是紧靠专业特点进行选择，主

要包括阻燃剂、阻燃材料的制备、配方设计及性能测试等。
我们在材料燃烧失效与防火阻燃课程建设中，特别重视课程教材的建设，防火和阻燃是本课程的两

大主题。在选择教材时，首先综合考虑教材的普及性和实用性，以及高分子材料的学科特点和课程组的

研究基础。我们选用张军等人主编的《聚合物燃烧与阻燃技术》和覃文清主编的《材料表面涂层防火阻

燃技术》作为主教材，同时参考《阻燃高分子材料配方设计与加工》、《阻燃材料及应用技术》和《无卤阻

燃聚合物基础与应用》等教材。《聚合物燃烧与阻燃技术》主要介绍聚合物阻燃基本理论，热塑( 固) 性

树脂、橡胶、纤维的燃烧特性和阻燃技术，涵盖了高分子材料领域的几大基础材料的防火阻燃，极具普及

性;《材料表面涂层防火阻燃技术》以具体火灾实例为基础，从阻燃的基本理论出发，系统地阐述各种阻

燃液、阻燃膜、防火涂料的配方设计原理、生产工艺、施工特性、实际应用等方面的内容，重点介绍钢结构

防火涂料和隧道防火涂料的国内外最新科研动态和研究成果，这和防火安全息息相关，也和课程组的前

期科研基础及研究积累相符。这两本书内容涵盖了当前材料防火阻燃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实际的制备应

用等内容，可为学生系统地理解材料阻燃，特别是聚合物的防火阻燃提供书面指导，同时也符合该课程

的学科内涵，帮助我们达到开设此课程的目的。此外，教材应具有前沿性和新颖性，让学生及时追踪学

科发展方向［13］。该课程还开设了系列讲座，介绍国内外最新的科研动态和研究成果，帮助学生把握国

内外防火阻燃材料的发展方向。

2． 2 课堂教学内容的整合优化

作为专业必修课，教学中常常会遇到计划学时少与涵盖内容广的矛盾。为此，任课教师应转变教学

理念，强调基础，突出重点，对材料的燃烧失效与防火阻燃课程教学内容进行精心剪裁，以保证在有限的

学时内仍能把材料燃烧与防火阻燃中的关键问题讲透。目前国内开设的类似课程内容大都局限在阻燃

领域，有关防火内容涉及较少，本课程兼顾这两方面内容，更偏重于和人们生活更密切的“防火”，主要

讲述燃烧过程的物质基础、材料防火阻燃基本理论、材料表面涂层防火阻燃技术和阻燃材料燃烧性能的

表征及研究方法 4 部分。在讲授阻燃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引入课程教研组教师的研究成果，如隧道

防火涂料、膨胀型钢结构防火涂料、厚涂型钢结构防火涂料、隧道防火板、P-N-Si 协同 /反应型阻燃环氧

树脂、本质无卤阻燃聚氨酯发泡材料等;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实际”部分，侧重介绍防火涂料领域的最新

进展，以加深学生对防火材料、防火知识及防火技术的认识和理解。此外，本课程还配合重点实验室的

学术活动开设系列讲座，介绍国内外最新的科研动态和研究成果，分析国内防火涂料的发展方向，以培

养学生学习防火阻燃材料的兴趣，为学生了解和将来从事与防火阻燃材料相关的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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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重视实验教学

实验教学是高等学校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检验实验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验教材的建设

和实验内容的设计。前面提到的教材及参考书都有涉及部分阻燃( 剂) 材料产品性能测试，但内容还不

够系统、全面。目前专门介绍材料阻燃性测试的书籍有欧育湘等编的《材料阻燃性能测试方法》，此书

较全面地介绍了国际标准化组织，欧盟，中国、美国等国家颁布和目前采用的主要材料阻燃性能测试方

法与标准，包括材料的点燃性及可燃性、火焰传播速率、释热性、生烟性、热裂解和燃烧气态产物的腐蚀

和毒性 6 大类; 详细评述和分析了材料阻燃性能测试方法的发展、特点和国际化进程; 是本课程实验教

学很好的参考书。我们根据学院现有的实验室条件以及福建省防火阻燃重点实验室的资源( 主要的燃

烧测试仪器有锥形量热仪、烟密度测试仪、产烟毒性试验仪、氧指数测定仪、着点温度测定仪、水平垂直

燃烧测定仪、硬泡沫塑料垂直燃烧测定仪、泡沫塑料水平燃烧测定仪、45 度燃烧测定仪、纤维织物耐燃

性测试仪、汽车内饰材料燃烧试验装置等) ，结合相关的国家标准，有针对性地设计了 16 个实验，主要

包括材料点燃性和可燃性测试、材料释热性测试、材料生烟性测试、材料燃烧产烟毒性测试和材料老化

性能测定 5 部分，涵盖了材料对引发火灾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参量的测试。实验教学和理论课程教

学内容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学生加深对本课程内容的理解，使所学知识能够在实践中应用; 同时还能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发展他们的动手、创新能力。

2． 4 革新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在教学中，我们注重科学组织教学内容，从

火灾案例入手，分析燃烧原因，引入相关的阻燃基本理论，探讨阻燃机理，解释材料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

系，凝炼出阻燃材料设计与制备的关键技术原理和方法，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加强能力的培

养和训练。同时，我们采用讲授与讨论、自学与自讲、课程小论文与考试相结合的“三结合”教学方式来

提高学生的兴趣，使课堂的 36 学时讲授得到延伸。
( 1) 讲授与讨论。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针对学习中易出现理解错误的地方，及时提出思考问题，让

学生通过思考，主动地接受知识点; 此外，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推动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不断提高他们

对问题的理解、认知、分析和表达能力。在组织课堂讨论课时，提前拟定讨论题目，指导学生作好文献准

备与综述，如“钢结构建筑防火涂料”章节，让学生讨论“超薄膨胀型和厚涂型钢结构建筑防火涂料”的

防火保护原理、性能与技术要求，对应的建筑形式，并进行对比分析。然后教师进行点评，针对大跨度钢

结构建筑和超高层钢结构建筑的特点，介绍目前所采用防火涂料的功能和防火原理的不同、钢结构建筑

防火涂料的发展方向等; 每堂课结束前，针对授课内容提出几个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课后进一

步阅读相关参考资料和文献，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并拓展知识面，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增强他

们的学习兴趣。这样的教学方法使用课时为 24 课时。
( 2) 自学与自讲。对于课程内容中的部分章节，要求学生分小组自学，然后根据他们的理解向同学

讲授，教师对他们讲授的内容进行补充和点评。我们安排了阻燃剂( 1 课时) 、热固性树脂阻燃材料( 1
课时) 、热塑性树脂阻燃材料( 1 课时) 、阻燃材料与环境问题( 1 课时) 等 4 个专题，由学生自学讲授。首

先由教师给出每部分内容的提纲让学生准备，然后将学生分组，厦门大学材料学院高分子方向每届学生

数 48 ～ 52 人，分成 4 组，每组 12 ～ 13 人，每组讲授一部分内容，便于学生认识各类阻燃材料的性能特

点，进而掌握各自的组成和应用领域。讨论结束时，教师进行总结。
( 3) 课程小论文。基于 211、985 的投入，厦门大学建设了强大的数据库资源，通过教授学生文献资

料的基本检索方法，根据特定教学内容指导学生撰写一些综述性小论文( 拟完成 2 篇) ，并将其纳入成

绩考核。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查阅文献、收集信息、综合和归纳文献的能力，提高科技论文的写作水平。
通过“三结合”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掌握学科基础知识点和最新发展动态，锻炼学生快速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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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并分析信息资源和撰写科技论文的能力，同时提高学生的专业表达能力和团队精神。本课程组将

充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结合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制作相应的电子课件。通过图片、音像、文字、动画

等多种形式向学生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直观而又形象地揭示所要讲授的内容，有效地抓住教学重点、
突破难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 5 强化实习基地的实践教学

到企业参观实习的实践教学能为学生提供接触生产实际的机会。在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 72 个

课时之外，我们还将结合毕业实习，安排学生到一些与防火阻燃材料相关的企业进行实习。让学生在生

产实习过程中接触和熟悉各种类型的现代化生产设备，加深学生对防火阻燃材料生产工艺的认识; 理解

实验室的微型试验与大型生产线之间的差异。厦门大学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地区，石化下游产业比较发

达，防火阻燃产品种类丰富。通过多年的校企合作，材料学院已在多家企业设立了高分子材料教学实习

基地，其中不乏专业从事防火阻燃材料研发、生产、销售、施工和消防器材制造、维修的企业; 并合作成立

了“特种涂料联合实验室”、“防火涂料成果产业化中试基地”和“高分子材料实习基地”，为本课程的实

践教学提供了依托和保障。本课程的实践教学安排在第 3 学期( 2 周) ，让学生直接参与企业的研发、生
产、加工、销售过程，由企业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具体指导。此外，我们还和厦门消防支队有密切合作，邀

请消防支队的技术人员做校外辅导员，为学生做消防知识和火灾案例分析专题讲座和灭火演习，这是每

位本科生、研究生进实验室之前的“必修课”，已经成为厦门大学材料学院的一个“品牌课程”。

3 课程规范化管理

为了使课程建设规范化、科学化，不断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我们从建立、完善课程档案入手，全面实

施课程的规范化管理。首先，讨论制定了教学大纲，优化整合课程的教学内容，提出了明确的教学目标、
任务和要求，以及学生必备的整体知识结构，使教学大纲更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践性; 依据教学大

纲，选定教材和自编实验教材，并广泛收集有关的教学参考资料; 精选教学内容，尤其是将我们自己的研

究成果穿插于课程中，让学生更深切地体会防火阻燃研究就在身边。

4 结束语

“全民消防，生命至上”是《全民消防安全教育纲要( 2011-2015) 》的主题，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

自救互救技能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防火阻燃材料的研发和应用事关国计民生，已日益受到关注。
材料燃烧失效与防火阻燃课程建设是一项科学性强、涉及面广、任务艰巨、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需要不

断研究、改进、完善。只有持之以恒，实施有效管理，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课程建设工作，才能真正将课

程建设落在实处，实现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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