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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与发展

中西融合构建特色留学生《建筑材料》实验课程体系创新
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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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结合各国留学生本国工程建设特点和实际情况，设计合理的《建筑材料》实验课程自身的科学体系，为提高学生的实践参与
度，以本校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适应性教学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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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高、国家魅力

值不断增长，我国土建专业高等教育在国际上逐渐得到认可，大量
国外的莘莘学子来华深造。但是，土建相关专业本科留学生教学在
我国一些高校教育中尚处于探索阶段，教学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
题，尤其体现在实训实验教学方面[1]。中西融合学科构建过程中留
学生的教学研究也逐渐成为高校教学研究不容忽视的问题,提高教
学质量、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是我们完善国际融合教学的关键。 

本研究通过不断的尝试与改革，以《建筑材料》实验课程为背
景基于重庆交通大学和同等水平的高校留学生教育现状初步调研
查访和前期的文献检索，对目前高校留学生实验教学进行了研究。 
2、研究调研 

对重庆交通大学特色留学生进行《建筑材料》实验课程效果进
行现状调研和问卷访谈，以优选留学生代表，组成特色留学生单元
班为研究对象，对其调研问题总结如下： 

(1) 实验教材方面 
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留学生实验教学尚无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指

导教材[2]。实验课学时亦无统一的要求，大部分的实验为验证性实
验，没有合适的音像资料可观看，实验内容相对单调、重复，学生
在上课之前对实验的内容也无从了解，与学生的互动效果差，教学
效果不理想。 

(2) 实验内容方面 
初步调研发现 70%的留学生希望毕业后回国从事工程设计、施

工管理等工作。目前留学生《建筑材料》实验课程的授课内容主要
依据我国本科土建专业教学大纲内容，与留学生国家的建筑发展现
状和工程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再如有些建筑材料在我国已基本用新
型节能材料代替，但在真正上课时就会很少讲授，也会导致留学生
所学内容与将来本国的执业考试及实际工程情景有偏差。 

(3) 实验方法方面 
受教材和英语口语水平的限制，留学生《建筑材料》实验课程

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多部分留学生只能被动的进行学习，更谈不
上运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如探究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
这对他们的结构逻辑思维方式的培养非常不利。 

(4) 实验课程授课教师方面 
国内教师对于国外留学生的讲课方式及语言上没有经过专业

的训练，国内教师的专业水平较高的前提下，可能会受外语水平的
限制，无法深刻和形象的表达出专业性的知识，使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会显得语言交流体验感差。 

(5) 留学生方面 
由于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及教育环境，留学生们学

科基础与外语水平各不相同与老师的交流有一定的困难；且留学生
大多喜欢自由开放的课堂氛围，尤其是实验课上，特别希望与老师
互动，这些特点对上课老师的教学形式和外语能力来水都极具挑战
性[3]。 
3、研究内容 

当前工科大学生的实践操作、科研能力及逻辑思维的锻炼成为
全国各高校对本科生教育培养的重要方向，在《建筑材料》试验教
学方面，本研究提出了以下教育培养改革方式： 

(1) 《建筑材料》实验课程内容体系改革 
试验课程主要是基础实验，试验方向集中于材料的基本性能，

包括标准稠度用水量、砂石筛分、新拌混凝土和易性试验、沥青针
入度测定试验等。实验内容主要涉及基本概念、叙述性理论、经验
性结论等内容，内容乏味。我们应该利用学生青睐工程实体化知识

点的需求，结合土建相关专业特色留学生培养目标，多融入、多创
新，简化理论，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  

(2) 《建筑材料》实验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大部分土木工程实验中都是以认识仪器、然后学生遵循教师或

教材所述步骤进行操作，获得实验数据、得到实验结果、完成实验
报告[4]。这种教学模式是现阶段中国高校的传统模式，只能起到让
学生初步了解材料实验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教学目标不仅需要验证
性实验来巩固基础理论，还需要开设综合性实验来消化扎实知识。 

因此，实验教学中理论分析讲解时可结合具体的工程实例，如，
在介绍钢材时，通过插入 9.11 美国世贸大厦火灾事故，可以讲述钢
材耐火性能。这种案例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不仅可以勾起学生的
兴趣，也可以将繁琐的理论知识形象具体化，学生上课注意力更加
集中、思维更加开阔。 

(3) 《建筑材料》实验课程考核方式改革 
《建筑材料》实验课程考核成绩占《建筑材料》整个课程的比

重很小，造成了学生轻实验的观念。学生实验成绩是依据学生实验
报告来评定的，但是实验报告几乎都是相互借鉴，结果类似，试验
报告并不能体现出学生的真实情况。《建筑材料》实验课程考核模
式可以调整为期末理论考试、期中阶段测试、课上回答问题口试、
平时出勤、课后作业、实验相结合的综合考核方式。 
4、总  结 

本研究始于对学生的调研问题，着手对《建筑材料》实验课程
进行方案改革最终的结论如下： 

(1) 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与最前沿理
论接轨，使得《建筑材料实验》校本教材的更新，从而保证学生的
知识有效性。 

(2) 促进教学方法的更新：教学方法中适当增添学术讲座、采
取案例教学模式、举行建筑材料创新竞赛、设置个性化实验并在实
验后让学生编写论文等，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
时让同学们有充分的获得感。 

(3) 促进教学考核模式的更新：《建筑材料》实验课程考核方式
转变，除了实验报告的撰写作为考核标准外，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
表现、实验中的问题回答、提出问题等表现也列为实验成绩的考核
范围。 

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建筑材料实验课程真正发挥作用，让学生
充分锻炼自己的主动性、个性创新、动手操作、理论联系实践等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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