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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当前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紧迫问题。结合土木工程专业 土木工程材 

料》课程的教学，围绕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从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以及实践教学等 

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与实践，从而为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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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创新型人才是指能够利用所学知识用于解决实 

际工程问题，并进而对现场新的工程情况的解决能 

做出有突破性、创造性贡献的人才。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是当代历史赋予高校的历史使命，如何培养一 

大批创新型的人才是当前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 

课题。为加快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进行一系列的 

教育教学改革，而教学改革的重点是课程体系的建 

立与课程的教学改革。笔者结合土木工程专业土木 

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对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教学 

模式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二、教学理念的更新 

作为高校专业课教师，传授专业知识是基本的 

任务，如果只是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甚 

至仅仅满足于机械地传输课本知识，远远达不到创 

新人才的培养 目标。应确立全新的教学理念，使课 

程教学成为启迪智慧的活动，从而激发学生创新的 

意识并能实施创新的实践。在教学活动中，应本着 

激发兴趣，提高能力，培养严谨、求实、探索、创 

新的科学素质，倡导理论服务实践，并在实际工程 

中应用、创新发展的教学理念。以使课程教学模式 

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快速培养。 

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究 

课程教学的改革应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以 

新的教学理念为指导，贯穿于课程教学活动的始终， 

并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以及实践教学等方 

面进行改革探索。 

(一)教学内容的设计与优化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理论性、实践性、应用性 

很强，同时材料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因此对课程 

的授课内容应注意保持基础性、适用性和适度的先 

进性。开课前应做充分的准备，对课程内容精心设 

计，规划好章节。删除一些过时的，不用的材料， 

对工程上应用少的或逐渐淡出的少讲或不讲；对工 

程上应用的新材料、新技术适时引入，以扩展学生 

视野；课程教学还应注重最新技术、新标准的应用 

或引入，缩短与实际的距离，以使学生毕业快速适 

应工程环境；课程内容应体现三个层次：基础理论、 

技术性质、应用与提高；对于每章节内容应进行细 

部设计，提出明确目标，对于重点内容应详细讲解， 

包括采用什么方式、方法等，以其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引发其探索精神，以最终有利于创新人才的 

培养。 

(二)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 

1．注重培养学习兴趣。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 

普遍存在着学生学习的内动力不足，学习的兴趣和 

求知的欲望下降的现象，因此如何激发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的内动力成为高等教育要研究和解决的一 

个最迫切的问题。改革以往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注 

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地增加学习的内动力， 

使学生消极、被动、强制的学习变为积极主动的学 

习，做到忙而不累，乐而忘忧，就能够产生灵感， 

提高效率，这是一种理想的学习状况，也是一种快 

乐学习。 

借助于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采用一些有效的方法，一是制作并采用图文并茂的 

多媒体课件授课；二是授课中采用启发式、探究式、 

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三是适时引入典型的工程实例 

等。这些方法都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提 

高了学习积极性。比如在讲授钢材性能时，引入南 

极游船的沉船事件，鸟巢、水立方等大型工程所采 

用的新材料、新技术，中央电视台新台基础大体积 

混凝土工程施工的技术问题等实例，有效地吸引了 

学生注意力，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再进一步提出 

问题，让学生思考，发散思维，再分析、梳理、归 

纳，最后扣住课程的知识点。整个过程很好地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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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训练了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 

紧密结合工程实际，在解决工程问题的同时，有效 

激发了创新意识，培养了严谨的科学品质。 

2．注重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引导学 

生进行自主学习，训练和提高其学习的能力。土木 

工程材料课程，从材料学而言，各类材料包括其组 

成、结构与性能之间的相关关系原理；从材料工程 

而言，各类材料包含材料的制造与工艺、性能与应 

用等方面的内容。土木工程材料是一类应用于宏观 

工程中的特殊的宏观材料，课程的目的偏重于材料 

的性能、特点与应用技术。学习过程中应把握这条 

主线，即材料的组成一结构一性质一应用一创新。 

从工程角度，重在掌握材料的性质，这是工程正确 

合理用材的基础，更高层次是在此基础上的应用与 

创新。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抓住主线，理 

清脉络，将各知识点有机串联起来，做到认真授课、 

理例结合、内容精炼、语言简练、风趣，还要指导 

学生把握课程的主脉络。比如讲到水泥时，水泥品 

种众多，各种类型、牌号水泥之间有何差异，工程 

中如何选用等等问题多有涉及。讲课时先以硅酸盐 

水泥为主线，系统讲授水泥的生产、组成、凝结硬 

化机理、技术性质、特点及应用，理清主脉络，再 

讲掺混合料的各种水泥时，用对比法简练地从组成 

讲起，重点分析其不同的组成，导致硬化、性质及 

应用的不同，思路清晰，便于理解，识记与应用。 

要注意对比总结不同材料的不同特点，从而决定应 

用的不同，帮助学生了解课程特点，快速掌握课程 

的学习方法。 

由于课程内容多、繁杂，只要让学生抓住课程 

的主线，就抓住了课程的核心和课程的脉络和整体， 

进而有了学习的方向，对于工程实际中一些较新的 

知识获取，有了方法。比如课程讲到有机高分子材 

料中塑料管材、新型装饰材料的工程应用及一些相 

关问题，就可布置大作业引导学生课下收集资料， 

以小论文的方式讨论工程实际应用问题。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训练和提高其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比教 

给具体的知识更重要，为将来应对实际工程问题， 

甚及其应用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3．注意培养学生探索科学的勇气与精神，努力 

培养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品格。在课程教学中， 

鼓励学生勇于突破，有意识地突破前人，突破书本， 

超过自己的老师，学生超过自己的老师，那是老师 

的光荣，是老师的成就。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既是以继承前人为基础，又是以怀疑、否定前人为 

突破。教学过程中适时引入典型的工程实例、通过 

工程事故分析，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思维，自由发言。 

多表扬与肯定学生的积极参与，多引导与鼓励学生 

去思考、辩驳，从中去伪存真，牢固掌握各知识点。 

对学生的好奇、疑问引导学生通过借助于实验来求 

证。比如在学习混凝土的组成材料时，各组分材料 

质量及用量对其性质产生显著影响。如混凝土#t-DH 

剂、掺合料的种类不同或掺量不同对混凝土性能的 

影响，学生可在老师指导下组成兴趣小组，自命命 

题，设计混凝土的配合比，浇筑试块，进行实验， 

通过 自己动手作一些探索性的、对比性、设计性及 

综合性的实验，使学生从规划选题、实验设计、实 

验实施、实验分析到得出结论，整个过程锻炼了学 

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了学习能力，培养了严谨、求 

实的科学品质，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创新意识。以此 

为契机，学生完成了多项学生科研课题。再结合具 

体工程材料巧妙应用的实例，使学生的学习真实、 

可靠、可触摸，实际工程能力大大提高，创新意识 

增强，这种能力的训练甚至比传播科学更重要。 

4．注重工程应用。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 

从内容上有三个层次：即基础理论、技术性质、应 

用与创新，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课堂教学所 

学的材料基础理论及其技术性质，掌握得是否牢固， 

最终落实到实际工程的应用及其创新。充分利用材 

料的特点性能合理用在在具体工程中，并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才能更好体现知识的价值。应用知识比 

单纯传授知识更重要。教学过程通过大量工程实例 

引入，典型事故分析来说明材料在工程结构中正确 

合理应用的意义及重要性。比如，举出由于混凝土 

浇筑施工养护不当，给工程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 

失；由于水泥选择不当，造成楼房倒塌实例；钢材 

由于选材不当，造成桥梁断裂、车毁人亡的惨痛教 

训；塑料管材的应用不当，造成大量隐蔽工程拆除 

等等。另举例大型标志性建筑，如鸟巢、水立方等 

奥运场馆建设中的 Q460高强钢材、ETFE膜材料 

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钢结构、膜结构设计理沦的 

发展，其中新型节能技术的应用等，这些实例极大 

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增强了工程能力，增加了上 

程意识、责任意识，激发了求知、探索、创新精神。 

5．引导学生善于综合，善于把学到的多门课程 

以至多个门类的知识综合在一起，启发学生去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以提高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从而 

提高其综合素质。比如讲解水泥的性质时，举出天 

津奥体中心看台一．大体积混凝土工程施工实例。当 

时工程要求整个环形混凝土看台要求无缝施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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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又短，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怎么做?先对学 

生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任意想象，说出想法、 

理由，再引导学生先从材料的选择入手，做到合理 

选材用材，但这还满足不了工程的要求，这时，启 

发引导学生采取人工降温、划分施工段，布置温度 

钢筋等等多门课程的知识，采取多种方法措施，最 

终取得理想的工程效果。再举出其它多学科知识综 

合应用的实例，使学生感受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往 

往是综合知识的运用，当知识综合起来就会有所创 

新，前面的成功实例往往就是一个科技攻关项 目， 

其中有很多的创新点，如中央电视台新台基础施工、 

鸟巢中高强钢材的使用、水立方中新材料应用等项 

目都是。通过这些典型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标志性 

工程的实例介绍，使课本知识与实际紧密结合，由 

输入与吸纳知识到转化为能力与素质，从而对学生 

创新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 

实践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观察能力、 

想象能力、创新意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加强 

实践性教学环节，紧密联系工程实际，为造就高素 

质的工程实践能力强的创新人才搭好平台。针对课 

程内容的各个知识点，组织学生现场参观实际工程， 

如天津奥体中心、文化馆等重要工程，了解材料应 

用情况，包括新型墙材、节能材料、新型节能技术 

的应用等，使学生有了第一感性认识，开阔了眼界； 

带学生到装饰城参观，了解装饰材料前沿，开阔了 

学生的视野，延伸了课堂内容；针对具体工程材料 

问题进行专题讨论，查阅资料，以小论文形式开展 

自主学习，提高了学习的能力。同时，在实验教学 

上，对原有的验证性实验改革成设计性、综合性实 

验，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的前 

提下，开放实验室，对学有余力的学生鼓励其开展 

实验研究，对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索。指导其进 

行实验设计、实验实施、实验分析并得出结论。这 

些都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锻炼了学生探索、 

实践、创新的能力。 

四、结语 

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 

要学校、教师、学生等方面共同参与与努力。其中 

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创新人 

才培养的重要方面。课程教师从确立全新的教学理 

念，采用恰当的、灵活的教学方式、方法，加强实 

践教学环节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得到了一些有益 

的启示与经验，愿与同行交流、切磋，以期尽快改 

善教学氛围，探索出合适的育人方法，加快创新型 

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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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eaching mode of‘‘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s’’based on the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W U Dong—yun 

(Department ofCivil Engineering，Tianjin Institute ofUrban Construction，Tianjin 300384，China) 

Abstract：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s an urgent problem for higher education．Aiming to serve teaching 

the course of“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s”for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and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this 

paper undertook certai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in teaching philosophy,mode，method and practical teaching etc， 

SO as to provide beneficial inspirati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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