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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首先要对自己的专业进行了解和认

识，并针对专业学习建立一个系统的规划，而建筑环境与能源
应用工程专业导论课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对学生未来的学习和发
展具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因此，教师应该认识到导论教学的
重要性，并针对教学模式开展创新工作，为学生在将来的发展
铺平道路。

1  问题现状
1.1教学内容及形式单一
相关专业导论课程教材较少，部分学校没有对教材进行更

新，使得教学内容过于陈旧。另外，很多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主观意识过强，通常会按照自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进行授课，
其研究方向各不相同，缺乏全面、系统的教学框架。除此之
外，在教学形式上，教师常常采用PPT 或板书的形式开展教学
活动，直观性较弱，学生只能以文字的方式接受知识[1 ]。

1.2授课深度把握不当
专业导论是设置在大一阶段的课程，接受知识的是一群从没

接触过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知识的新生。但是，很多
专业导论课程的教师都拥有着一定的从业经验及教学经验，在专
业导论教学中常常会忽视大一新生的特点，而讲一些专业性较强
的知识，使得课程难度增加，学生很难接受。长期以来，学
生会因为学习困难而失去信心，对将来的学习十分不利。

1.3考核方式不足
现如今，很多学校都采用了考试成绩与平时成绩相结合的考

核制度，但是，考试成绩的比例依然占据一大部分，并且在平
时成绩考核中教师也会放宽政策。在进行专业概论考试时，大
多会采取闭卷和开卷的形式进行考核，教师常常会按照学生的答
题质量来判断成绩的高低，由此看来，在专业导学课程考核中，学
校比较倾向于学生的考试成绩，对平时学习成绩的关注度有待提
升。基于这种情况，在平时的课堂学习期间，学生经常会因为课
堂制度宽松而选择逃课或玩手机，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才会进行
复习、背诵知识点，以此来应付考试。学生的这种情况对于牢实
地掌握知识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1.4学生对待课程态度不端正
学生的态度与其学习行为及学习效果具有很大的联系，如果

学生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多么完善的教学体系及优秀的教
师也无法提升教育质量。专业导论这门课程内容与专业课程的学
习具有一定的差异，很多学生认为这门课程对于提高专业水平的
帮助并不大，常常对此学科漠不关心，上课不认真听讲。

2  改革措施
2.1教学模式多元化
基于专业导论教学形式单一的特点来看，教师应该在传统教

学手段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外，
还应该继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和先进的网络
技术。例如，用多媒体播放该专业的介绍视频，或者相关企业中
的工作内容及状态视频，摆脱传统文字叙述的局限性，为学生提
供更加直观的体验，加深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增强专业认同感。除
此之外，还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教室，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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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进行参观，让学生们提前认识一些基础的专业设备，初步
了解一下空调的内部组建及系统设施，激发学生求知欲望。为了
加强知识与学生的联系，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将书本知识与
实际生活相联系，使学生认识到专业知识的实践意义。

2.2增加互动环节
为了活跃课堂气氛，改变学生听课的恶习，教师可以在课堂

上增加互动环节。利用教师与学生交流、学生与学生交流两种形
式。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要多多向学生提问一些问题，避免学生
出现走神的现象。例如，在提问环节中，教师可以将班级中学生
的名字都放到大屏幕上，利用系统抽选的方式挑选学生回答问题，
这样会使以往过于轻松的课堂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以此吸引学生
注意力。另外，教师也可以提出一些思考性较强的问题，让学生
建立小组，然后进行合作交流，使课堂氛围活跃起来。

2.3改革考核方式
根据平时成绩与考试成绩比例不协调的情况来看，对于促进

学生自主学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教师应该适当的对这两
种成绩的比例进行调节，并且丰富平时学习的考核内容。例如，教
师可以将课堂提问、作品展示、调研报告等等纳入到平时成绩的
考核之中，激励学生自主参与到学习活动中。除此之外，教师也
可以增加测试环节，每月对学生进行一次规范性的测试，掌握学
生学习效果。

2.4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通常情况下，学生只能在上课期间才能受到教师的指导，才

能学到相关的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时间，
而网络技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缺口。现如今，手机、电脑是人
们生活及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学生和教师也经常会用到这
些电子产品。教师利用这种现成的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不
仅省时、省力，还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向学生们提供教育服务。教
师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知识信息分享，向学生们提供一些名师讲课
的视频，或者将自己讲课的视频录下来，放在平台上供学生们观
看，同时学生们有什么问题可通过平台随时联系教师，或者向评
论区发表问题，请求同学的帮助。除此之外，教师还以向学生推
荐一些网站，感兴趣的学生可以进入网站搜寻一些相关的专业知
识，也可以在网站中与外界相关的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充分发挥
了专业导论的指导作用[2]。

3  结语
学生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的一系列学习中，都离不开

专业导论课程的支持。教师在专业导学教学活动中，要不断地认
识到自身的缺陷及学生学习的恶习，并通过不断地反省对自身的
教学素养进行提升，创新教学模式，通过新颖的教学方法及正确
的指导，帮助学生改变恶习，为学生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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