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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留学生课程的教学探索——以材料力学课程为例 
◆边  航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长春  130118） 

 
摘要：材料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留学生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本文深

入分析了我校留学生的学习特点，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从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教学质量的方法与建议，为留学

生教育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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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国际化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近年来，
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来华留学生数量不断增加。教育
部公布数据显示，2018 年来华留学生超过 49 万，我国已成为亚
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值得注意的是，区别于以往留学生青睐文
科类专业的选择，近年来在工科类院校学习的学生数量增长明
显，同比增幅超过 20% [1,2]。 

土木工程专业是我校传统优势学科，2007 年被评为吉林省
首批特色专业建设点，2011 年被评为吉林省“十二五”特色专
业。近年来，学校在该专业领域通过专家互访、合作研究等形式
与美国、加拿大等 10 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提升
国际化办学能力，我校开展了土木工程专业留学生本科班。截止
2019 年，我校留学生比例达到 0.19%，居省内高校前列。 

笔者自 2015 年开始一直为我校留学生讲授材料力学专业课
程，在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并做了一定的教学探索和
尝试。现把这些体会和反思加以总结和探讨，为提高土木工程专
业留学生教学质量，培养高水平留学生提供一些参考。 

一、留学生材料力学课程学习现状 
材料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学习的基础，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

专业性。材料力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对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有着深刻
影响。目前，我校留学生材料力学课程主要采用单独全英语授课
模式，但学习效果不够理想，部分留学生经多次补考仍不能达到
课程基本要求。通过课堂教学互动与课后沟通反馈，笔者认为造
成我校留学生学习效果欠佳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文化基础差异 
我校留学生主要来自非洲和中亚地区，在不同的国家地区，

留学生的招生标准不同。在教育欠发达地区，虽然留学生具有本
国颁发的高中文凭，但这部分学生文化程度差、底子薄，尤其对
数学、化学等基础课程的掌握远远不能达到我国的高中毕业要
求。而数学和化学是学习材料力学这门课程必不可少的工具，这
对提高留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和理解能力造成了较大障碍。 

2.语言障碍 
语言障碍是留学生在海外学习要克服的主要问题之一。虽然

所有的留学生在来华之前都通过了英语考试，但不可忽视的是，
很多留学生并不是以英语为母语。尤其是部分非洲国家隶属于法
语区，这些学生的英语水平低，仅仅停留在能用英语做简单沟通
的水平。要让这部分留学生听懂理论性极强的力学知识是有一定
难度的。这也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一个主要原因。 

3.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如上文所提到的，材料力学是一门理论性、专业性极强的基

础课程，这门课程对学生的文化基础有较高的要求。然而大部分
留学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这使得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下降， 课
堂中主动发问的同学少，主要靠老师督促才能完成课堂练习及课
后作业。 

二、留学生材料力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探讨 
针对留学生学习现状，结合材料力学课程本身的特点，笔者

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具体包括： 
1.采用 PBL 教学模式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是指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

法，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3]。与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教
学法不同，PBL 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而不是传统教学

中的以教师讲授为主。  
材料力学课程共 48 个理论学时，在授课过程中笔者设置了

2-3 个 PBL 驱动问题，每个问题由不同学科教师合作构建一个
PBL 案例。课堂上，学生以 3-5 人为一组成立学习小组。为解决
驱动问题，学生要在课后收集资料，共同讨论。由此带出一系列
相关基础知识的巩固与自学。如学生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压力、剪
力、弹性应变、塑性应变等等。PBL 教学模式的实施极大地促进
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需要指出的是运用 PBL 教学法
时，要注意问题的设置与指导。驱动问题要具有启发性和专业性，
既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够涵盖相关知识点，这对教师
自身的素质和教学技巧都有很高的要求。 

2.加强实例教学 
材料力学课程理论性强，部分知识点学习难度高，基础薄弱

的留学生很难跟上课堂节奏。在讲授基本理论之余，适当的联系
一些贴切的工程和生活实例，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习效果。例如在材料力学引言课中，可以增加比萨斜塔为什么屹
立不倒的介绍。在受力分析知识点讲授后，可以讨论加拿大圣劳
伦斯河魁北克大桥倒塌的事故。对这些建筑实例的探讨可以帮助
学生更好的理解课程难点，也让学生了解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
性，间接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此外，鉴于我校留学生大多数
来自非洲国家，在教学内容中要注重对非洲各国家标志性建筑及
其常用土木材料的介绍。在实例分析中应该强调不同地域背景尤
其是非洲本土建筑的结构分析。笔者在两轮课程教授过程中均采
用了上述教学方式，学生们学习热情高涨，课后认真收集资料，
积极制作 PPT，在课堂上主动发言，极大地提高了留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 

3.教学评价多元化 
教学评价是以教学目标为依据，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测

量，并给予价值判断的过程。教师利用评价的结果可以了解教学
目的的达成情况，从而及时调整教学行为，提高教学水平。通过
教学评价，学生有机会了解自己的学习程度，可以进一步增强学
生的学习动力。 

笔者对材料力学课程采用多元化评价体系，将教学评价贯穿
于教学的全过程和教学活动的每一个方面。评价指标包括：出勤
情况，课堂回答问题情况，作业完成质量，章节测试成绩，PBL
学习小组成绩，课堂 PPT 展示成绩。根据以往教学经验及文献
报道情况，对上述评价指标采用不同权重。综合留学生课堂及课
后学习表现，运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评价，
采用这些措施帮助留学生克服缺乏学习主动性的缺陷，强化他们
的学习动机。 

三、总结 
本文是笔者对我校土木工程专业国际留学生材料力学课程

教学方法的一些浅显看法。材料力学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专
业性，对于知识基础相对薄弱的留学生而言，材料力学的教学将
更加困难。笔者认为只有深入分析留学生的特点，从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评价方式等方面不断探索和改进，才能增强留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为在华留学生打造一个更好的
教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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