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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藏工程教学中启发式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冯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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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油藏工程课程教学的特点，采取启发式教学方法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首先通过引导与启发，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在此基础上，将循序渐进式启发、问题思考式启发、触类旁通式启发、故意出错式启发、类比推演式启 

发和案例分析式启发等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入该课程的教学活动 中。通过这些启发式教学方法的应用，可以激发学生听课的热 

情，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有关知识点，提 高油藏工程课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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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藏工程是石油工程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课 ，也是本专 

业最难的课程之一，体现在教师不好教，学生不好学[】]。如果 

教学方法不当，就会出现学生“弃场”的现象。许多教师对专 

业课教学采取启发式教学，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启发式教学 

就是教师根据特定的教学目的、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选取相 

应的启发因素进行逻辑组合的教学方法，它的基本特点是使 

学生在获得新知识和发展智力与能力的过程中带着强烈的 

主动性[2]。不同的教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听课对象，使用 

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笔者拟结合近年的教学 

实践，谈一谈在教学过程 中对启发式教学方法 的探索与 

应 用。 

一

、 学习动机 的启发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启发式教学首先要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3 ]。只有让学 

生树立起正确的学习动机 ，自觉地 发挥出内在的主观能动 

性，所用的教学方法才能收到真正好的效果。教学过程中采 

取的措施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通过正面引导，在课 

堂上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并用一些典型例子进行引导。这与 

教书育人的目标也是一致的，但不能“过头”，要在一种轻松 

的环境下进行，否则，学生会嫌老师口罗嗦，甚至引起学生反 

感。第二是结合工作生活的需要，强调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 

的重要性。第三是树立教师 良好的形象和威望，这需要教师 

必须有良好的人品 、敬业的精神、渊博的知识，老师的教学方 

法也才能真正奏效。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如果学生的学习 

动机启发得好，各种教学方法应用起来就奏效，教师教学就 

比较轻松，总的教学效果就比较好。 

二、循序 渐进式启发 

循序渐进式启发就是把比较复杂难懂的教学内容进行 

化解，通过适 当的引导，循序渐进，与学生产生互动 ，这样就 

可把枯燥的内容变活了。比如讲解水驱曲线方程的推导时， 

公式多、符号多，如果按照课本上那样直接给学生推导，肯定 

会“惹烦”学生。但是如果采用启发式 ，先告诉学生要推导水 

油比与累积产油量的关系式，接下来一步一步引导，告诉学 

生水油比与油水相对渗透率比成正比一相对渗透率比与含 

水饱和度成指数式对应关系一累积产油量与含水饱和度的 

增加成正比一累积产油量与目前含水饱和度成正比一水油 

比与累积产油量成指数式对应关系。这样一点一点往前引 

导，从思路上建立起总体的关系，然后就可以按照此推导，写 

出具体的公式。 

三、问题 思考 式启发 

由疑思学，由疑起思，由思释疑，这是获得知识的一个好 

方法。通过适当的提问，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学生积 

极主动地思考问题，并能增强学生的记忆力，提高学习质量。 

问题思考式启发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老师 白问白答 ，只是让 

学生思考，而无须回答问题和讨论。当然，问与答间要留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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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 ，既保证学生有适 当时间思考 ，又 不打乱课堂节奏 。另 

一 种方式就是老师设计合适的问题在课堂上讨论，有时老师 

也和学生一起讨论，故意把问题往多条路上引，激发学生对 

问题全面深人地分析。比如 ，讲完产量递减规律一节后，往往 

设计一个能把相关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让学生思 

考。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对这门课所讲的几种主要油藏工程 

方法进行思考，通过大家的讨论 ，进一步巩固这些知识，同时 

也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奠定了基础。教学中，师生共同进行 

的这种“无疑一有疑一思疑一释疑一无疑”思维活动[6]，跌宕 

起伏，活跃了课堂气氛 。当然，老师所提的问题必须经过精心 

设计，要有一定的启发性和难度，甚至有些问题可带有争论性， 

一 个问题带有多个答案，在此基础上，老师进行总结和分析。 

四、触类旁通式启发 

在教学活动中，运用联想，可将教材和学生思维中的知 

识块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有助于加深记忆，还有助于学 

生的正确理解，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不断提高教学效 

果，同时对于学生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也大有裨益； 

对于挖掘学生智力的潜能，形成 良好的、富有独创性的思维 

习惯，也有着积极的意义。这种触类旁通式的启发式教学实 

际上就是一种联想式启发教学，往往需要教师做大量充分的 

准备 ，也需要教师具有渊博的知识，这样才能将一个重要的 

知识点与其它相关的知识点联系起来。比如，在讲解利用典 

型曲线拟合法确定产量递减类型这个问题时，除了讲解这种 

方法本身外，还要讲解其实质是什么，通过曲线拟合可以求 

得几个参数，这门课里哪几个地方用到了这种方法，各自解 

决问题的特点是什么等，通过这么联想，将相关 问题揉在一 

起，既便于记忆，又有利于理解。 

五、故意出错式启发 

所谓故意出错式启发教学，就是为了教学的需要，有时 

故意用错误的观点讲解相关内容，从而引起学生的注意，启 

发学生思考，提高教学效果。有的学者把这种方法叫做反启 

法，它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法。它常常表现为顺其错误，推 

其思路走入穷途，以求“穷则变，变则通”，思维走向反面，从 

而获得问题的解决，这样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比如，在讲 

解注水方式一节中各种面积井网的生产井与注水井的比例 

时，经常故意把五点井网中生产井与注水井的比例讲为 1：4， 

因为一口生产井周 围确实对应着 4口注水井，但通过进一步 

分析，正确的比例应该为 1：1，学生对这个知识点的印象也 

就比较深了。 

六、类比推演式启发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提高。类比推演式启发 

也是油藏工程教学过程中常用的教学方法之一[3=。类比，是 

以比较为基础 ，通过对所讲授内容进行 比较，找出它们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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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点或相同点，在此基础上把一个或一类对象的已知属性， 

推演到另一个或另一类对象中去，然后得出新的认识 在运 

用类比推演式启发教学时，利用类比，揭示本质，分清概念内 

涵与外延，区分类别 ，明确异同，把握已知，推演未知，对学生 

正确运用知识、深刻领会教学 内容、培养判断能力、启发积极 

思维都有重要作用。比如在讲油藏的驱动方式及其开采特征 

时，总是把五种驱动类型油藏的形成条件和开采特征对 比起 

来讲 ，找出共同点和不同点。在讲解的过程中，讲第一种驱动 

方式的开采特征时，一般分析得较为详细，速度较慢，剩下的 

几种驱动方式，就通过类比的方式，比较、推演 出相应 的特 

征。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 ，又避免课堂上的单调重复。 

七、案例分析式启发 

在教学的过程中，有的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学 生就是 

不明白，就是理解不透。这不是学生思维方式的问题 ，也不是 

学生基本功的问题 ，主要是由这门课程的特点决定的。油藏 

工程是一门工程性较强的专业课，有的问题必须结合工程实 

际问题才能讲清楚 ，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也采用案例分析式启 

发方法。比如，对于正韵律厚油层 ，注水开发过程中，注入水 

首先沿底部高渗透段突进，边水油藏逐步演变为次生底水油 

藏。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知识点，但是这个知识点较抽象，学 

生很难把握。为此，在教学过程中，以临 2—6馆三。单元为 

例，用数值模拟结果，动态地展现出该油藏从边水油藏逐步 

演变为次生底水油藏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仍以此例进一步 

分析厚油层水平井挖潜的原理。按照一般的观点，水平井主 

要用来对付低渗透、薄油层等，学生对水平井用来开发厚油 

层一般难 以理解。所以，用这个实例，在形成次生底水油藏 

后，分别用直井和水平井来挖潜，对比二者的剩余油启动特 

征，可明显发现水平井好于直井。在给学生建立起这样的印 

象后，再从理论上逐步分析其道理 ，就能使学生易于接受了。 

教学过程中启发式教学的运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 

我们正确地把握。通过正确引导与启发 ，学生树立了正确的 

学习动机之后，就具有较强的求知欲，在课堂上会处于一种 

积 极的思维状 态 这 时，老师就要 把握时机 、因势利 导 ，采 取 

适当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从而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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