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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意对教材内容的吸收、筛选、补充和总结 

建筑环境学是建筑 环境与设备专业一 门重要 的 

专业基 础课 ，是专 业调 整后 按 照新 的教育 思想 编 写 

的一本新教材 。建筑环境学新教材在 编写 的过 程 中 

由于时 间仓促 等原 因 ，教材 内在的科 学性 、系统 性还 

不是 很强 ，与本专业其他课程 之间的关系未能理顺 ， 

有琐 碎 、重复和脱节等现象 。通过对本 校 2001级 建 

筑环境 与设备工 程专业 学 生 的问卷 调查 ，反 映 出新 

教材 主要存在 以下 问题 ：① 内容 烦琐 、详 略不 当 ，没 

有 一个整体 的概 念 ；②缺 少与本专业实际联 系的、能 

够应用书本知识的实例；③教材涉及建筑外环境、室 

内空气品质 、热湿环境、建筑光环境 、声环境等 ，内容 

十分 广泛 ，但 教材 只是孤立 地对这几方面进行讲述 ， 

关于它们 之间 的联 系没有 概念 ，缺 少 怎样应 用这 些 

知识 的步骤 、方法 。这无 疑对 教 师 的教 学 提 出了更 

高 的要求 ，我们 必须 充分 利 用参 考 书 、各 种 资料 、信 

息 和实践经验对新 教材 内容进行 吸收 、筛选 、补充和 

总 结 。如新 教 材 有公 式 、单位 、数字 出现 错误 的情 

况 ，例如太 阳辐射 中可见光 的波长范 围，教材 中第二 

章为 0．38—0．76微 米 ，第六 章 又为 0．38 0．78微 

米 ，这需 要教师去查阅资料最终确定 正确与否 ，并 向 

学生说 明为什 么会 出现这种问题 。再如新教材存 在 

与其他课程 内容 重复 的现象 ，教 师在 授课 的过程 中 

要注 意筛选 ，比如减噪 和设备减震 ，在建筑 环境学和 

暖通空 调中都 有要 求 ，根 据 两 门课 的主要 内容 和课 

时安排 ，经教师之 间 的沟通协 商 可仅在 建 筑环境 学 

教学 中详 细讲 解 ，避 免重 复授课 。第 三章 第三节 换 

气量与换气 次数 中关于通 风稀 释方 程 、换气 次数 和 

自然通 风的作用 原 理等 内容 ，与工 业通 风课 程有 很 

多重复 ，因此 这部分 可 以概 略。而关 于空 气 年龄 以 

及示踪气体浓度 自然衰减法 测定空气年龄 这些学 生 

以前 没有接触过 的概念 和方 法 ，今后 有 可能 用到 的 

知识 ，教材上 的篇 幅较少 ，可 以进 行 补充详 细讲 解 。 

有条件时 ，可以向学生 提供 复 印资料 或使 学 生可 以 

从 网上下载这些 补充 资料 ，以便学 生更 系统 的学 习 

和复 习。 

建筑 环境 学有些 知识本 身就 是在 不断 发展 的 ， 

因此教师要注意及 时 补充本 学科 的最新 知识 ，然后 

把 内容归纳总结 ，用 简单 生 动的语 言让 学生 去 接受 

这一 理论 、方法或工程 上的做法 。 

- [收稿日期】2O05．01．05 

[作者简介】杨延萍(19r73．)，女，河南郑州人，广州大学讲师，从事建筑环境教学研究。 

· 7O · 

http://www.cqvip.com


建筑环境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二、改革教学方法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传 统 的 专 业 基 础 课 如 传 热 学 、工 程 热 力 学 等 ，理 

论 性 和 系统 性 比较 强 ，板 书 教 学 效 果 就 比多 媒 体 教 

学效 果 要 好 。 建 筑 环 境 学 涉 及 内容 广 泛 ，既 有 理 论 

性 的 内容 ，又 有 一 些 应 用 性 的 内容 ，如果 按 纯 叙 述 的 

传统教学方法 ，通过黑 板上的讲解就 比较枯燥乏味 ， 

很 难 提 起 学生 学 习 的兴 趣 。 

根据心理学上视觉 接受信息量大 于听觉 接受信 

息量的规律 。如我 们可借助多媒体教 学手段 ，把氡 、 

甲醛 、挥发性 有机物 等室 内污染 物通过 分 子结 构 图 

形 ，日常生活 中含 有该 成分 的实 物 及对人 体 的危 害 

等 画面 ，配 上 声 音 来 增 加 学 生 的 感 性 认 识 和 学 习 的 

兴趣 ；又如对 于第一章地球绕 太 阳运 动规律 ，制作成 

动画教学软件 ，从经 线 、纬 线到 当地 平均 太 阳时 、世 

界时再到黄 道面 、时角 、太 阳高度 角这 样一步一步讲 

解 ，把板 书 教 学 难 于理 解 的 概 念 转 变 成 生 动 的 、直 接 

的易 于接 受 的 动 画 。这 种 有 声 、有 色 、有 形 的教 学 无 

疑会 提高教学的效果 ，增加学生 的兴趣 。 

学 生 是 教 学 活 动 的 第 二 主 体 ，而 传 授 知 识 不 仅 

仅是 知识的简单传 授 ，其 目的是教 给 学生学 习 的方 

法 和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教 学 过 程 应 当是 教 师 和 学 生 

． 之 间 互 动 的 一 个 过 程 。 我 们 在 2001级 教 学 中 安 排 

了部分学生参与课 程 多媒 体 的制作 和讲 解 ，而 问卷 

调查 中 70％的学生表 示 赞成 ，认 为这样 可 以提 高学 

生学 习的兴趣 ，加深对课程 知识 的理解 ；但也有一 部 

分 学 生 明确 表示 不 应 该 安 排 学 生 参 与 ，因 为 学 生 的 

知识 、课堂组织 等能力有限 ，讲课 效果不好 。总结这 

次实践 ，我认为在 教学 中可 以本 着 自愿 的原则 适 当 

安排学生参 与讲解 ，但 今后 教 师应 注意 之前对 讲 解 

学生 的指导 ，对 其讲课 内容 的审核 ，这样更有利 于学 

生成长 ，也会 大大提高课堂 的互 动效 果 。 

三、重复巩固阶段 

在 教 学 过 程 中应 充 分 重 视 重 复 巩 固 阶 段 ，温 故 

而 知新 。 当学 生 对 所 学 知 识 有 一 定 了 解 ，能 初 步 应 

用 时 ，要 注 意 对 重 要 的概 念 、原 理 、方 法 的反 复 复 习 、 

练习 、应用 以达到“熟 练”程度 的要求 。 

在 教 学 进 行 完 某 一 阶 段 后 ，可 以 给 学 生 布 置 一 

套 习题 ，或 者 要 求 学 生 作 小 结 。这 样 既 不 占用 上 课 

时 间 ，又达 到 总 结 归 纳 、检 查 的 目的 。 习 题 的 题 型 可 

以灵 活 多 样 例 如 ：判 断 、单 选 、多 选 、填 空 、名 词 解 释 、 

问答 、计算 、搭配 、完成表格 等等。通过这些 习题 ，可 

以使学生 对 所 学 的知 识 及 时 的 进行 复 习、总 结 、消 

化 ，教 师 也 可 以 从 习题 完 成 的 情 况 ，了解 学 生 掌 握 知 

识 的 情 况 ，从 而 在 下 一 阶 段 的 教 学 中及 时进 行 调 整 、 

改 变 。 

四、对教材的建议和教学方法改进的思考 

通过教 学实 践 ，笔者认 为 教材 的修订 除应注 意 

前面提到的 问题 外 ，今后 应考 虑增 加该 课程 的实 验 

部 分 ，如 第 三 章 建 筑 中 的 空气 环 境 ，可 以 增 加 对 室 内 

悬 浮 颗 粒物 、微 生 物 的 监 测 ，室 内 氡 、甲醛 、挥 发 性 有 

机物 等的测 量 ，示 踪气 体法 测量 室 内气 流分 布等 实 

验。第 五章人 体对 热湿 环境 的反 应 ，可 以增 加热湿 

环境基本参数 的测量 如 ：温 、湿 度 的测量 ；空气 流速 

的 测 量 ；衣 服 热 阻 及 代 谢 量 的 测 量 等 。 通 过 教 师 演 

示和学生 自己动手实 测 ，有 利于 学生 把书 本知 识转 

化为实 际有 用的技能 ，使 他们真正感到学有所用 ，而 

不仅 仅是应付考试 ，从而进一步端正学 习态度。 

在 目前 还 没 有 开 设 试 验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组 织 学 

生根据课程 内容 ，对 自己感 兴趣 的 知识 点进行 试验 

设计 ，以培养学生 自己的见解创新 意识和应用能力 ， 

改变学生被动听 和做 实验 的传统 ，为 以后我 们试 验 

内容能设置得更 合理 、更 符合 学生 的需 求提 供 一个 

基 础 和依 据 。 

关 于教学 中采 用 哪种 方 法更 能 符合 学 生 的要 

求 ，问 卷 调 查 中我 们 列 举 了 几 项 ：① 全 部 板 书 ；② 全 

部多媒体 ；③板 书 +少量多媒体演示 图片和实 物 、例 

题 等 +课程 结束 时用 多媒 体对 前 述 内容 总 结 和补 

充 ；④ 多 媒 体 +少 量 板 书 用 于 理 论 推 导 。68％ 的学 

生支持第 3项 ，32％的学生支持第 4项 ，我们 可 以看 

出 传统 的 板 书 方 法 的 确 已经 不 再 能 满 足 学 生 的 要 

求 ，主要 是对信息量 的要求 ，但全部多媒体 的效 果往 

往也不是很理想 ，主要 是 速度 过快 学生 难 以跟上 进 

度 ，而 一些理论知识 还是 需要 板 书一步 一 步推 到才 

能 达 到效 果 。 

以 上 是 笔 者 在 教 学 过 程 中 的 一 些 体 会 和 看 法 ， 

希望 和同行共 同探讨 ，把我们 的教学工作做 的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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