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在新形势下，各行业均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情况。土木工
程职业教育正面临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因此，高职院校应在传
统专业技能、理论知识教学基础上，针对高职学生的沟通能
力、团队合作精神、创新能力、综合分析等素养进行专项培
养，充分重视应用型人才培养。通过创新实验教学，深入挖掘
具有创新思维的高素质应用人才，为高职学生摸索出更适合其能
力发展并提高其就业竞争力的教学道路。基于此，围绕土木工
程实验教学进行深入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1　土木工程实验教学现状
近些年，建筑学科的教学地位持续提升，而建筑行业愈发

需要掌握高技术的应用型人才。高职土木工程专业更应重视实验
教学，专业培养学生技能水平、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土木工
程专业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其更依赖理论与实践的完美融合，
这也愈发凸显实验教学的重要性。为助力社会建设，高职院校
应努力强化土木工程专业的课程教学效果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积
极改革传统授课与考核模式，以实验教学为核心创立新型模式。
通常情况下，高职院校土木工程专业课程主要由主讲教师讲解基
础理论知识，再由实验指导教师指导实验教学活动。多数学生
可依照实验指导书按部就班地参与各实验环节，填写实验报告。
但是，上述实验教学模式具有诸多问题。比如，教师只能针对实
验过程问题提供指导，无法客观评价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当前，
高职院校土木工程实验教学的现状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实验教学依然受到传统理念影响，多数高职院校未能
研发出特色的教学模式，难以引入先进教育理念创新教学。尤其
是无法利用现有实验教学活动革新学生思想，难以与时俱进地培
养创新型土木工程人才。

第二、当前，课程讲授依然是实验教学的主要形式。受限于
师资条件、仪器设备、实验设备，高职院校普遍无法有效地培养
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同时，指导教师的职称偏低、部分高职学
生的动手能力较差也对应用型人才培养造成阻碍。

第三、高职院校管理层不重视教学管理与实验管理。多数高
职院校依然沿用老套的实验教学内容，其所用的实验指导书与数
年前、十几年前相比并未产生大的革新，这也无法有效革新实验
教学格局。若教师过度讲解理论知识，未能将新颖教学理念融入
到实验项目，限制动手能力培养。

第四、考核评价模式过于老套，绝大多数高职学生没有充分
重视教学评价活动。通过仔细分析考试分数占比，可以发现实验
教学的分数权重较低，而理论课程教学的分数权重较高。但是，多
数指导教师会给予学生较高的实验分数，而对于理论考试则相对
苛刻。基于上述背景，大多数学生不及格的核心原因在于未能通
过理论考试，极少有学生受到实验成绩极影响，导致最终成绩不
及格。

2　实验教学策略
2.1　科学设计实验目标
在建筑学领域，建筑检测、结构测试是核心基础。只有反复

检测，方可深化建筑学科的理论，土木工程学科的进步发展。高
职土木工程专业课程实验教学不但包含传统理论知识，还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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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高职院校开展的土木工程实验教学具有些许不足。若教师不能紧跟时代脚步，更新教育理念，则无法有效创新
实验教学模式。针对高职院校设备不足、条件有限的问题，高职教师应创新教学方法，丰富实验内容，创新实验模式，积极找出应
对策略，以强化实验教学效果，增强高职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土木工程素养。本文将简要分析土木工程实验教学现状，重点探究土木
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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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数学、检测、电工等知识，这也要求教师应科学设计
实验目标，完善实验教学计划。在新形势下，高职教师应分析传
统实验教学的弊端，从问题解决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
等多项素质培养环节入手，重点研究具有较高价值的土木工程课
题。结合过往教学经验，教师应充分重视实验课程教学的设计与
组织工作，持续更新实验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
法，从多个维度增强高职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设计实验教学目标
时，教师应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设置各环节，确保每门课程的具体
实验项目均能服务于人才培养工作。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教
师也要立足于高职学生现有的技能、能力、知识基础，优化课程
安排，确保实验过程可充分反映高职学生的技能与理论知识水准。
换言之，在对现有课程体系进行系统分析的前提下，教师应持续
优化课程教学方案，强化实验目标设计的针对性、有效性。

2.2　有效组织实验教学活动
过往一段时间，教师所采取的主要实验教学方法大多是将班

内学生划分为多个实验小组，由各小组遵循固定实验步骤，运用
实验室设备，完成既定的土木工程实验。但是，上述实验教学方
法很容易使各实验小组得到几乎完全一样的实验结果。基于上述
实验结果，多数高职学生仅可获取片面的实验理解。为有效解决
上述问题，教师应重新设计实验步骤，组织有效的实验教学过程；
即，由各实验小组分别开展实验活动，再对实验现象进行共同观
察。优化后的教学过程有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综合能力与分析能
力，有效提升整体的团队合作意识。

2.3　制定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
由于考核评价体系会直接影响最终的考核结果，教师应正确

看待考核评价工作，结合班内学生的专业基础、认识能力与实践
技能水准优化考核评价模式，以强化考核评价结果的有效性。值
得注意的是，在设置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分数权重时，教师应
尽可能保持均衡。例如，教师按照4：6的比例设置理论与实践考
试权重。同时，教师还应结合土木工程各门课程的个性化实验项
目，尽可能给予实验教学更合理的分值比重。此外，教师可立足
于各教学细节，全方位增强考核评价的客观性，确保考核评价结
果能充分反映高中学生的实际水准。

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教师应客观分析土木工程专业现有的实验教

学状况。通过科学设计实验目标，有效组织实验教学活动，制定
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有助于优化实验教学效果，切实提升高职
学生的土木工程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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