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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丁建筑材料课改为土术工程材料课后作者在教学方法的相应改变上采取的一些措施，井就此进行丁探 

索．力求在少学时、高要求条件下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中田分类号】Tu5—42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5—2909{2001)01—0027—02 

The study of the change of teaching methods because the course of building 

materals chan ged into the course of 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s 

SUN Nan—ping．QI Ling 

f 【of CoostTuetlon．Guangdong University o／Technol~y．omn舒}n1 510090-China) 

岫 w s：civil englneedng materials；teaching：expenmem 

Abstract：The∞n璐p ng charIge of our t~achlng rnett~4s be~Hse the course of Imildi~ nuter s c ulged into the∞ur of civil 

eng ineering mated~dsisinu~duced and studiedinthispaper．AJA we a 1 o111-b toget t~nlchi I≈ inless class hour and 

h h 日uir日T瑚 如 

一

、专业扩径后．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特点 

土木工程材料课是土木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技 

术基础课程。专业扩径前 ，该课程名为建筑材料，土 

建类各专业(如工业与民用建筑、道路与桥梁、水工 

建筑等)都将该课程列为专业技术基础课。以原工 

民建专业为例，该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无机胶凝材料；建筑用金属材料；作为防水材料的沥 

青及其制品；其它建筑材料；建筑材料实验。该课程 

学时数为50--55，其中实验约为 l0学时，课堂讲授 

约40-45学时。 

近20年来，土木工程材料无论在质量上或是在 

品种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应的施工技术也 

有了很大的变化。新技术、新品种层出不穷。新旧 

品种的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土木工程材料中，传统的建筑材料都是建材的基础 

知识，有的内容无法割舍，而这部分内容已超出课程 

给定学时所能讲授的。各种新材料新技术因其高科 

技、广泛使用和具有可持续发展性，也是建材今后发 

展的趋势，所以必须花一定的学时让学生掌握。 

土木工程材料课是土建类各专业(工业与民用 

建筑、道路、桥梁、水工等)的技术基础课，在第四学 

期，分专门化方向之前开设，内容必须满足上述各专 

业的需要。教改后该课程学时数削减至36学时．实 

验学时也减至6学时。用这么少的学时，讲授这么 

多的内容，给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教学方法的改变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不能再逐章逐节介绍。因为 

在极少的学时内，不可能介绍如此多的材料性能和 

应用知识，而只能有所侧重，利用这很少的学时， I 

导学生初步建立材料科学的思维和处理材料选用、 

质量控制和改性的方法。主要教学目的应为：了解 

材料组成、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从而了解材料改性的 

途径；了解材料使用环境对材料性能的影响，从而能 

够针对不同的工程合理地选用材料；了解材料性能 

与设计参数及施工技术的关系，从而知道材料性能 

检测和质量控制的方法原理。只有把有限学时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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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在这几个方面，才能达到教学大纲的要求。例如，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水灰 

比，讲解时宜简洁地阐述两点：一是从施工角度考 

虑，讲明水灰比与混凝土施工性能(和易性)的关系， 

施工性能的好坏决定施工质量的优劣，施工质量的 

优劣决定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的好坏的原理，使学 

生认识到水灰比对混凝土施工性能、使用性能的制 

约关系，也就明白施工中控制水灰比的重要性。二 

是从材料结构与性能关系来考虑，水泥水化理论水 

灰比为O．23左右，但施工要求的水灰比却要大得 

多．多余的水分在混凝土硬化后形成气泡和孔道，从 

而使混凝土孔隙率增加，密实度减小，致使混凝土强 

度和耐久性大大下降。从这两方面使学生对水灰比 

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三、土木工程材料课程实验教学方法的改变 

建筑材料实验课程内容包括建筑材料基本性能 

测试，水泥基本性能测试，混凝土集料性能和强度测 

试，普通粘土砖强度 斌，石灰、沥青、石料等性能测 

试。如要完成全部内容，所需时间约20～30学时。 

虽然这些内容均为土木工程技术人员所必须具备 

的．但由于学时所限，只能做其中几项，如水泥胶砂 

强度检验、混凝土集料级配分析、混凝土立方体强度 

测定等。一方面，仅靠6学时实验课，学生不可能系 

统地熟悉土木工程常用材料的实验知识；另一方面， 

即使有足够的学时，把课程教学大纲所列出的实验 

内容全部做一遍，掌握全部操作方法，也不过达到了 

实验员的水平，而不是土木工程材料课程要求学生 

达到的最终目标。 

笔者认为，实验的操作方法理论性不强，教材上 

有关实验方法的叙述详尽，在教师的辅导下，学生有 

能力自己完成所要求的实验内容。因此，实验教学 

应向深一层次发展 ，发展方向可以为：突出实验教学 

的思想性培养；突出实验在工程建设中的实际应用。 

土木工程材料实验的实际作用可分为两个方面，第 

一 方面是作为解决新材料、新工艺开发技术难题、提 

高施工质量等的技术手段；第二方面是作为工程质 

量控制和评定的主要技术措施。对于土木工程专业 

的学生来说，第二方面是基本的，必须熟练掌握应 

用。第一一方面的内容则是对技术素养的培养和提 

高，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很高的水平，但通过一定的 

练．使学生人门，在以后工作中不断积累和提高，将 

会使他们终身受益，并有可能在工作中作出成就。 

因此，第一方面内容的灌输也很重要。 

实际安排教学时，考虑到实验学时少，尽可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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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内容揉合在一起，力争事半功倍。建议设计 

如下实验内容：实验题目：高强度混凝土配制(竞 

赛)。实验目标：利用实验室现有设备，想方设法配 

制强度尽可能高的混凝土。准备工作：a．讲授混凝 

土高强化的技术途径(要点)。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 

不宜太深，主要讲两点，一是降低水灰比的方法；二 

是各种提高混凝土密实度的方法。b．原材料准备。 

学生在实验 中涉及的实验搡作内容_a．砂、石的含 

水率测试Ib．砂、石堆积密度、表观密度测试(并计 

算空隙率)；c．砂、石筛分和级配分析；d．水泥胶砂 

强度检测；e．混凝土立方体强度检测；f 混凝土配 

台比设计、和易性调整、施工配合比计算。学生在实 

验中可能涉及的实验内容：a．水泥细度检测；b．水 

泥标准稠度需水量检测；c．水泥凝结时间检测；d． 

高效减水剂的减水增强效果检测Ie_其它增强措施 

的增强效果检测。 

通过这一个实验，可取得如下结果：a．改变以 

往土木工程材料实验课程的做法，使学生变被动观 

摹及按给定数据模仿实验为主动思考、积极寻找或 

创造新方法完成实验内容，并力争比别人做得好，这 

样就提高了学生做实验的积极性，并培养了他们的 

创新精神。b．通过一个实验的操作，熟悉了水泥混 

凝土从原材料设计至施工、检测的全过程，包括了大 

纲要求的实验内容的绝大部分。c．通过实验可使 

学生较为深人地了解土木工程材料实验在工程中作 

为解决施工难题、提高施工质量的主要技术手段的 

实际作用，使学生对如何利用实验方法解决实际技 

术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实验完成后，可让学生 

拨科研论文的形式写一份实验报告，作一定的讲评。 

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一改革措施还难以全面实 

施。主要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生对实验操 

作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这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需要 

占用课余时间做实验和延长实验室开放时间；二是 

实验课学时少，教辅人员的工作量及相应的课酬无 

法解决；三是土木工程材料实验室设备往往过于简 

陋，难以满足要求。这些限制因素使得上述实验无 

法立即全部实施．但可逐步实施，只要不断地努力， 

就一定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四、结语 

专业扩径后，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学时 、内容和 

教学要求都有了较大的变化，教学难度相应增大．教 

学方法必须有相应的变化。上述内容是我们对这种 

变化所采取的一些相应的对策，希望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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