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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系统基础被定位于清华大学文化核心素质课程，同时属于人文社科等文科院系学生“理工认证”课程。

结合工业系统基础课程，介绍了铸造技术从课程定位、从课程开发到课程实施等方面如何使非工科学生了解铸造悠久

历史，体验不同铸造方法等教学内容，并探讨了铸造产业的发展趋势，使学生体验铸造产业体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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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Casting Technology in Cultural Core Qualit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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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ndamentals of Industrial Systems is positioned as the core cultural quality course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also belongs to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course for students of liberal arts departments such a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bined with the basic course of industrial system, how to make non-engineering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long history of casting and experience different casting methods from the aspects of course positioning, course
development and course implementation were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oundry industry was also discussed,
so that students can experience the connotation of foundry indust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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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系统基础课程总体框架确定为“工程思维、
实践本位、创新视角”；通过产业案例研讨、小组探
究实践和产业专题导引等形式展开探究式自主学
习，有助于非工科学生接触工程实际、获得工业体
验、感受工业文明、了解工程系统、熏陶工程思维，
同时强化严谨的工作作风、 逻辑思维和团队合作
精神[1]。

铸造技术案例小班课属于工业系统基础的小
组探究实践单元教学内容，其课程内容共由 5 个教
学模块组成，学生通过 6 次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
铸造课程学习，从而对铸造产业有了较为系统性的
认识。

1 铸造技术案例小班课介绍

铸造技术案例小班课共由 6 次课程组成，每次
课程共计 3 学时，学生通过实践砂型铸造、消失模
铸造、精密铸造、3D打印、木工以及铸造产业调研学

习，见表 1，并最终将所学内容以小组形式进行汇报
展示； 从而使学生能够了解铸造产业的发展趋势以
及现代加工技术对于铸造产业的推进作用， 从而能
够系统性感受铸造产业体系。

1.1 砂型铸造个性化纪念币制作
其特点在于学生要将个性化构思的图形利用剪

刀、雕刻笔等工具制作成剪纸形式，然后贴在纪念币
模板上，最后通过砂型铸造工艺实现制作过程，见
图1。
1.2 消失模铸造艺术品制作

学生以团队协作形式利用泡沫板材以及泡沫切
割机、锉刀、电烙铁等工具制作而成；其特点在于学
生以团队的形式集构思、设计、实现为一体。 难点在
于对学生团队协作能力的考验， 每个同学要将自己

表 1 铸造案例:小班课教学方案
Tab.1 Casting case: small class teaching scheme

课程内容 研讨主题

环节 1 砂型铸造个性化纪念币制作
了解铸造悠久历史，实践

典型成形方法
环节 2 消失模铸造艺术品制作

环节 3 精密铸造首饰品制作

环节 4 3D打印工艺品制作 体验其他产业对于铸造

产业的推动作用环节 5 木工定制化首饰盒制作

环节 6 铸造产业调研
探讨铸造产业发展趋势，

感受铸造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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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产业的推动作用。

1.5 木工定制化首饰盒制作
木工课程环节，学生通过对木工学习和体验，了

解砂型铸造模样的加工制作方法以及木工工种与铸
造工种融合的创新教学方法； 学生可以通过木工方
法制作一个首饰盒， 用于放置精密铸造课程环节所
制作的戒指，见图 5所示；改变了传统金工实习工种
之间缺少融合的瓶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工程认知。
1.6 铸造产业调研

学生通过 5次实践课程的学习， 然后在老师的
带领下前往铸造企业感受铸造实际生产的全过程，
见图 6所示， 最终带着问题和企业家面对面探讨铸
造产业的发展趋势， 从而对铸造产业体系有了较为

图 4 学生设计并利用 3D 打印方法制作的工艺品
Fig.4 Handicrafts designed and produced by students using 3D

printing methods

图 3 学生设计的三维模型以及精密铸造所得实物
Fig.3 Three-dimensional pattern designed by students and the actual object obtained by precision casting

图 1 纪念币模板以及砂型铸造浇注所得实物
Fig.1 Pattern and the actual poured commemorative coin made by sand casting

图 2 学生制作的泡沫模型以及消失模铸造所得实物
Fig.2 EPC foam pattern and the real product made by students

加工完成的泡沫模型最后组装成一个整体的泡沫
模型[2]，见图 2所示。
1.3 精密铸造首饰品制作

学生通过前期构思以及三维软件绘图， 并将
设计的三维模型利用 3D 打印机打印蜡模或树脂
模，再利用精密铸造工艺获得金属材质艺术品 [3]，
见图 3 所示 ；通过整个实践环节的体验，使学生

感受到首饰品制作的乐趣， 在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的同时，又能提高学生的工程认知，使技术与艺术
完美结合。
1.4 3D打印工艺品制作

3D打印课程环节，学生首先通过理论部分和实
践操作学习，最终设计并打印个性化作品，见图 4 所
示，从而了解 3D打印发展趋势以及 3D打印对于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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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的认知。

2 结论

通过铸造技术产业案例研讨、 小组实践体验和
产业专题导引等形式展开探究式自主学习， 使学生
接触了工程实际、从而获得了工业体验、感受到工业
文明、了解到工程系统、对于工程思维具有一定熏陶
意义，同时强化了学生严谨的工作作风、逻辑思维以
及团队合作精神。图 5 学生利用木工方法制作的首饰盒

Fig.5 Jewelry box made by students using carpentry method

图 6 铸造产业调研
Fig.6 Casting industry visiting and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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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件充填与补缩工艺定量设计理论与实例》是西安理工大学均衡凝固技术科研成果的汇编，被列

为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编号 I-1-5-3。 汇编共分 6 章：第一章 铸铁件均衡凝固与有限补缩。

第二章 铸铁件冒口补缩设计。第三章 浇注系统当冒口补缩设计方法。第四章 浇注系统大孔出流理论与

设计。 第五章 铸钢 白口铸铁 铝钢合金铸件的均衡凝固工艺。 第六章 铸件充填与补缩工艺定量设计实

例。可用于铸件浇注系统，冒口补缩系统的定量设计，包括浇口、冒口的位置、大小、个数，冷铁的放置。也

可用于对已有铸件浇口、冒口设计的定量评估，及对已产生的铸造缺陷的分析与防治。浇口、冒口的开设

要防止几何热节、接触热节、流动热节的重合；在冒口颈处放冷铁消除冒口根缩孔、缩松缺陷；控制浇口

截面比实现垂直分型等压等流量设计等技术，通过生产实例给予展现，可供生产应用参考。 汇编邮购价

1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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