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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冶金技术》课程标准

一、课程信息

表 1 课程信息表

课程名称 钢铁冶金技术 开课系部 智能冶金学院

课程代码 X0360 考核方式 考试

前导课程 无机化学、火法冶金技术

后续课程 铁合金生产技术

总学时

72
课程类型（方

框内打√）

理论课

136 实践课

208 理论+实践 √

适用专业 黑色冶金技术

表 2 课程标准开发团队名单（含校外专家）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韦响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副教授

2 林忠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高级工程师

3 雷玉办 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二、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是冶金技术专业专科生必修的专业主干课。本课程旨在向学生全面讲授

钢铁冶金学的基本理论、冶金工艺的原理及技术特点、基本设计计算方法、高炉岗位操作

方法等，并通过典型工艺及技术的分析，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冶金工艺问题的思维

方法，使学生开阔视野及提高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

三、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本课程为冶金技术专业的主要课程，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可以对钢铁联合企业的生产

过程有一个全面概括的认知。了解钢铁冶金生产的工艺技术和主要工艺设备的结构和作用，

理解钢铁冶金的基本原理，初步掌握钢铁冶金生产的基本知识，正确认识钢铁生产与本专

业之间的关系。

（二）能力目标

掌握炼铁、炼钢的理论基础，熟悉高炉炼铁、转炉炼钢、电炉炼钢、炉外精炼、浇注

与连铸工艺。能够胜任钢铁厂主要操作岗位的工作，会使用相应设备进行相应生产操作。

（三）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具备成为一名钢铁企业基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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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操作人员的基本素质。

（说明：知识、能力目标按“认知”、“了解”、“理解”、“能”、“会”等进行

表述，以此说明各教学内容应达到的要求。

“认知“和“了解”用于表述事实性知识的学习程度，“理解” 用于表述原理性知

识的学习程度、“能”和“会” 用于表述技能的掌握程度。）

四、课程学分与时数分配
表 1课程学分与时数分配表

课程

名称
钢铁冶金技术 总学时 208 学分

序号 教学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参考学时

任务 1 钢铁冶金工业的基本概况 钢铁冶金工业发展历程及现状 20

任务 2 烧结矿生产 高炉原料生产 30

任务 3 高炉炼铁 高炉炼铁技术 30

任务 4 转炉炼钢 转炉炼钢技术 40

任务 5 电炉炼钢 电炉炼钢技术 20

任务 6 炉外处理 炉外处理技术 30

任务 7 钢的连续浇铸 钢水连铸技术 38

五、课程设计思路

（一）市场需求研究

对冶金产业的发展和河池乃至广西的产业发展的研究确立了市场对冶金技术专业人

才的需求，从而确定了冶金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二）企业岗位需求研究

在冶金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对校企合作企业河池南方有限责任公司、广

西金山铟锗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柳钢集团、贵港钢铁集团等大型用人企业的研究确定了用

人单位内部就业岗位分布，确定了《钢铁冶金技术》课程培养的技能方向。

（三）学情研究

在学这门课之前，冶金技术专业学生已经学习了《无机化学》《火法冶金工艺与设备》

《应用数学》《冶金分析》《物理化学》等课程，掌握了有关钢铁冶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具备了一定的认识设备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设备操作能力，并对钢铁冶金有了一定的了

解。这些都后面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在本门课的教学中，我们还充分考虑了相关课程之间的联系。对部分知识重叠

的章节，我们有选择的进行了取舍。

为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钢铁冶金方面的知识，通过请专家教授进行讲座使学生

了解钢铁冶金的现状及前沿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校外参观等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所学知识

在实践中的运用；学生之间也可通过这个平台交流所学心得体会，了解自己所学知识的不

足，从而更能有的放矢的进行后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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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计

由于课程内容主要针对实际而具体的工作任务，因此，具有明显的职业导向性和确定

的目标，具有较强的过程属性。根据这一特点，课程主要解决“怎样做”（经验）和“怎

样做更好”（策略）的问题。在课程内容的设计方面，按照工作过程的顺序来传授相关的

课程内容，实现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的整合，以过程性操作为主、陈述性知识为辅，以炼

铁炼钢作业实际应用的经验和策略的习得为主、以适度够用的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为辅。将

专项能力转化为教学模块（教学单元）；课程主要从“基础知识层面”“技能应用层面”

和“管理发展层面”相结合，将与炼铁与炼钢相关的教学模块结合在一起，形成《钢铁冶

金技术》课程。

六、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本课程以讲授钢铁冶金工艺流程及与钢铁冶炼相关的专业知识为主，内容涉及面广泛

而且系统，包括冶金基本概念，冶金的能源、能耗，高炉炼铁及铁矿石的开采、富选、造

块，焦炭的生产，铁合金的生产，各种炼钢方法及炉外精炼技术，钢水浇注与连铸，钢铁

生产用耐火材料和钢铁生产节能与环保等专业知识。并介绍钢铁生产工艺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同时，还简要介绍了钢铁生产的主要设备、产品与副产品以及钢铁冶金技术的发展。

表 2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一览表

项目（任务）名称 子项目

或学习任务

教学

时数
教学重点 教学目标

任务 1

钢铁冶金工业的基本

概况

1-1 钢铁产业绪论及高

炉炼铁生产流程

5 重点：钢铁冶

金的发展简单历

史。

难点：钢铁冶

金的主要方法。

1. 掌握高炉炼铁生产流程

2. 明了高炉本体及主要构

成

3. 了解高炉冶炼产品

4. 了解高炉技术经济指标

1-2 高炉本体及主要构

成

5

1-3 高炉冶炼产品 5

1-4 高炉技术经济指标 5

任务 2

烧结矿生产

2-1 铁矿石和燃料 12 重点：高炉炼

铁的原料类型。

难点：高炉炼

铁原料的生产处理

方法。

1. 了解高炉生产所用的铁

矿石和燃料

2. 掌握有关烧结矿的相关

知识

3. 掌握有关球团矿的相关

知识

4. 了解高炉矿料的其它固

结方法

2-2 烧结矿 12

2-3 球团矿 4

2-4 其他固结方法 2

任务 3

高炉炼铁

3-1 高炉内还原反应 3 重点：高炉内

渗碳及生铁形成，

高炉内烟气的运动

1. 学生了解高炉炼铁的基

础理论

2. 理解高炉内的还原过程，

3-2 渗碳和生铁的形成 3

3-3 造渣和脱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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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及作用，精料

操作。

难点：高炉的

还原反应机制，高

炉内物料的运动模

式及作用，其他操

作。

渗碳及生铁形成，杂质去

除反应的原理。

3. 理解高炉内的动力学驱

动原理。

4. 掌握高炉内物料与烟气

的运动原理。

5. 掌握高炉现代化冶炼的

先进经验，提高高炉生产

效率以及经济效率的操

作方法。

6. 会高炉强化冶炼的几种

方法。

3-4 炉缸反应 3

3-5 煤气运动 3

3-6 炉料运动 3

3-7 精料 3

3-8 高压操作 3

3-9 高风温 3

3-10 喷吹燃料 3

任务 4

转炉炼钢

4-1 炼钢的基本任务 2 重点：钢材的

基本分类和作用，

钢水和炉渣的物理

化学性质，炼钢用

的原料种类，吹转

炉的冶炼理论基

础。

难点：炼钢过

程的基本任务，钢

水中各个重要元素

的变化规律，炼钢

用原料的要求，顶

底复合吹炼转炉的

生产操作工艺。

1. 认知炼钢的基本任务，钢

材的分类和基本用途。

2. 了解炼钢过程的基本任

务。

3. 理解炼钢所涉及的理论

内容，介绍炼钢过程中元

素及相关物质的变化规

律。

4. 掌握钢水中各个重要元

素的变化规律。

5. 了解炼钢生产用的各种

原料，以及生产中原料的

来源及要求。

6. 掌握炼钢用原料种类及

其要求。

7. 了解各类转炉生产工艺，

以及他们各自的优缺点

和应用领域。

8. 掌握顶底复合吹炼转炉

的冶炼原理和生产操作

工艺。

4-2 钢的分类 2

4-3 炼钢过程中物理化

学变化

6

4-4 炼钢用原材料 10

4-5 顶底复合吹炼转炉

炼钢法

20

任务 5

电炉炼钢

5-1 电炉炼钢的历史及

其发展

5 重点：现代炼

钢电弧炉的构造。

难点：电弧炉

1. 了解现代炼钢电弧炉的

构造。

2. 掌握电弧炉炉衬的砌筑5-2 电炉炼钢设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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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衬的砌筑方法和

碱性电弧炉的熔炼

工艺。

方法和碱性电弧炉的熔

炼工艺。

3. 了解电弧炉的电气及机

械设备和明了其它电炉

炼钢法

4. 掌握电弧炉炼钢的新技

术及发展趋势。

5. 学会炼钢车间的主要技

术经济指标的计算

5-3 电炉炼钢冶炼工艺 5

5-4 现代电炉炼钢技术 5

任务 6

炉外处理

6-1 炉外处理技术发展

概况

6 重点：炉外精

炼法冶金效果的比

较和对相应钢种炼

钢工艺的选择

难点：真空处

理、钢包精炼、氩

氧精炼工艺

1. 了解炉外处理技术。

2. 掌握真空处理、钢包精

炼、氩氧精炼工艺。

3. 了解炉外精炼法冶金效

果的比较和对相应钢种

炼钢工艺的选择。

6

6-2 炉外处理的基本手

段

6

6-3 铁水预处理技术 6

6-4 钢水二次精炼方法 6

6-5 炉外精炼发展趋势 6

项目 7

钢的连续浇铸

13-1 连铸概述 5 重点：模铸钢

锭法工艺

难点：连续铸

钢的工艺和相关生

产实践经验

1. 理解模铸钢锭法工艺。

2. 掌握连续铸钢的工艺和

相关生产实践经验。

13-2 连铸机的主要设

备

5

13-3 钢的凝固及连铸

坯的凝固结构

5

13-4 连铸操作工艺 12

13-5 连铸坯质量 5

13-6 薄板坯连铸连轧 6

表 3实训实验学时的安排

序号 教学项目（各章）名称 教学时数

实训一 原料烧结操作 4

实训二 高炉炼铁操作 4

实训三 转炉炼钢操作 6

实训四 炉外精炼操作 6

实训五 钢水连铸操作 4

合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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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实施的建议

（一）教学实训条件要求

实习实训需要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完成，在工作中常使用的设备及各种化学试剂，如

操作不慎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针对这些使用特点，实习实训条件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建筑要求化验室的建筑应耐火或用不易燃烧的材料建成，隔断和顶棚也要考虑到防

火性能。可采用水磨石地面，窗户要能防尘，室内采光要好。门应向外开，大实验室应设

两个出口，以利于发生意外时人员的撤离。

2.供水和排水供水要保证必须的水压、水质和水量以满足仪器设备正常运行的需要。

室内总阀门应设在易操作的显著位置。下水道应采用耐酸碱腐蚀的材料，地面应有地漏装

置。

3.通风设施由于实验过程中中常常产生有毒或易燃的气体，因此化验室要有良好的通

风条件，通风设施一般有 3种：

（1）全室通风：分析实验室必须设置在通风良好的位置，门窗上安装有相应的排气

扇。

（2）局部排气罩：一般安装在大型仪器发生有害气体部位的上方。在教学实验室中

产生有害气体的上方，设置局部排气罩以减少室内空气的污染。

（3）通风柜：这是实验室常用的一种局部排风设备。可采用防火防爆的金属材料制

作通风柜，内涂防腐涂料，通风管道要能耐酸碱气体腐蚀。风机可安装在顶层机房内，并

应有减少震动和噪音的装置，排气管应高于屋顶 2m以上。一台排风机连接一个通风柜较

好，不同房间共用一个风机和通风管道易发生交叉污染。

4.供电条件。化验室的电源分照明用电和设备用电。照明最好采用荧光灯。设备用电

中，24h 运行的电器如冰箱单独供电，其余电器设备均由总开关控制，烘箱、高温炉等电

热设备应有专用插座、开关及熔断器。走廊上安置应急灯，备夜间突然停电时使用。

5.实验台

主要由台面、台下的支架和临时储藏柜组成，为方便操作，台上可设置药品架，台的

两端可安装水槽。实验台面一般宽 0.8m，长根据房间尺寸设定，高可为 1m。台面常用耐

蚀材料制成。理想的台面应平整、不易碎裂、耐酸碱及溶剂腐蚀，耐热，不易碰碎玻璃器

皿等。

6.辅助用室

药品储藏室由于很多化学试剂属于易燃、易爆、有毒或腐蚀性物品，故不要购置过多。

储藏室仅用于存放少量近期要用的化学药品，且要符合危险品存放安全要求。要具有防明

火、防潮湿、防高温、防日光直射、防雷电的功能。药品储藏室房间应干燥、通风良好，

顶棚应遮阳隔热，门窗应坚固，窗应为高窗，门窗应设遮阳板。门应朝外开。易燃液体储

藏室室温一般不许超过 28℃，爆炸品不许超过 30℃。少量危险品可用保险柜分类隔离贮

存。室内设排气降温风扇，采用防爆型照明灯具。备有消防器材。

（二）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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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组织

课程教学由矿冶教研室主任负总责，任课教师负责具体的组织与实施。基本流程包括：

①教学准备，②课程教学，③辅导答疑，④课程考核，⑤总结反馈。任课教师实施备课、

大课讲授、实验课指导、自学辅导、指导性自习、多媒体课件、考试与考查等教学活动；

实验员进行实验器材的准备，协助实验课教员指导、管理实验等。

2.教学方法

本门教学中应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适当安排指导性自习，加强课前、课后的答疑

辅导，注意学员能力的培养，使学员通过对课程相关知识的理解，了解掌握相关设备的使

用维护。

（1）开展课堂讨论式教学法

建议可在部分章节采用以事例为引导的课堂讨论式教学，通过事例引导和教师指导下

的课堂讨论、资料查询、自学等方式启发学生分析、讨论有关知识。

（2）倡导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以学生为主体的小组讨论式的方法，强调从提出问题人手，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

学生有针对性地去探索并运用理论知识，以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增加学生的实际动手实践机会

利用实验室的条件和设备给予学生充分的动手实践机会，让学生尽量多的接触实际设

备，利用设备，提高学生能力，培养自我学习素质。

（三）课程考核与评价方法

1.教师授课质量评价

建立教师授课质量评价体系，包括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和教学管理部门评价等。院教

学督导组成员不定期对课堂教学质量进行抽查。教师课堂授课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总体

设计、教学方法、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教学态度 5个方面。

2.学生课程学业考核

（1）整体入手综合评价

综合评析法就是按照高职冶金技术人才培养的目标：“下得去，上得来，留得住，能

吃苦”对学生及所学课程从整体上作出全面、系统、综合性评价。通常是先分析后综合。

综合分析包括以下内容：

强调过程考评的重要性。过程考评占 50分，期末考评占 50分。具体考核要求见表。

考评方式

过程考评 50
期末考评 50

职业素养考评 实训实习考评

20 30 50

考评实施
由主讲教师根据学

生表现集中考评

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完成的

任务情况考评

按照教考分离原则，由学

校教务处组织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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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标准

出勤率、书面作业任

务的完成情况、学习

态度等情况进行打

分 20 分

遵守操作规程和生产纪律等

情况进行打分 10 分

操作任务、工作态度和实习实

训报告完成情况打分 20 分

建议题型不少于 5 种：

填空、单向选择、判断、

问答、论述综合、计算、

设计等题型

注 造成设备损坏或人身伤害的本项目计 0 分

（2）化整为零单项评价

从应知应会的单元操作工作中选择一个典型单项，或侧面来进行评价。或直接选取某

一角度评价。这种评价可以避免与别人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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