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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木背景下“土木工程材料”的角色定位

胡红梅,　程　瑶
(厦门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文章从大土木学科背景入手,分析了“土木工程材料”在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

认为“土木工程材料”在土木工程专业教育中, 不仅充当专业基础核心课程, 而且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的

教学过程应该贯穿于土木工程专业教育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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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he funct ion and ro le o f 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 in the teaching for under-

graduates in civil eng ineer ing are analy zed in v iew of the backg round of w ide civ il engineering. It is be-

liev ed that civil engineering material is not only a core major course, but also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ivil eng ineering educat ion, w hich should be car ried through the w hole professional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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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科涵盖城市建设工程、交通建设工程、生态环境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多门学科,覆盖

面广,是一个极具工科特色的传统学科。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照搬苏联模式,将土建类各本

科专业按产品划分成建筑工程、地下建筑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道路工程、铁道工程、交通土建工程

等若干个专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狭窄的专业模式已难以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更难以

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对土木工程人才的要求。因此, 国家教育部于1998年进行了大范围的本科专业目

录的调整。土建类专业由多个狭窄的专业合并拓宽为土木工程专业,过去的“小土木”如今变成了 “大土

木”[ 1- 3]。为适应宽口径土木工程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根据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的文件精神,厦门

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对原有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及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等重新进行了规

划与编制,对整个教学体系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采取各种措施,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

按照厦门大学的惯例, 每年新生入学后,各院系都要组织教授、副教授和院系领导一起同新生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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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生见面会上, 与会者尽可能争取到发言机会,在学生脑海里先打下“材料”的印记。在大一上学期开

设的“学科入门指导”讲座中,作为材料课程教师的代表,笔者做了充分的准备, 尽量用生动、形象、通俗

易懂的语言,配合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向学生们介绍土木工程材料的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趋

势,强调“土木工程材料”在土木工程中的重要地位, 使学生对“土木工程材料”有一个初步印象。

作为厦门大学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该校从2004- 2005学年开始全面实行三学期制。学校鼓励并

支持各院系在学年的第三学期(小学期)聘请校外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举办讲座。为此,学院为大二学生安

排了“专业发展论坛”。在首个第三学期我们从上海交通大学及厦门市建设局、厦门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等单位聘请了四位专家举办讲座。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土木工程学科专业,有一位是具有材料学博士学

位的专家。在讲座过程中, 专家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材料科技在土木工程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对学生们来说,专家的讲座可能比本校教师讲课更有说服力。学生们对此次讲座的评价很好,认为

专家们的学术水平与讲座的质量都很高,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 提升了学习的动力。

二、精心组织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对材料的兴趣

土木工程材料品种繁多,内容庞杂。面对教材越来越厚、学时却越来越少的现状,要想在有限的课时

内系统地介绍各类土木工程材料,必须在教学内容的组织、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改革上下功夫。为此, 我

们采取了以下措施:

( 1) 三突出　针对“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特点,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 注意做到“三突出”:突出重

点章节、突出重点内容、突出工程应用。现行“土木工程材料”教材大多有 13- 14章之多,除材料性质这

一章之外,每章介绍一类材料。各章基本上按照原材料 生产或制备工艺 组成、结构 性能

应用的模式的顺序编排,这种模式往往给人千篇一律、看得懂、吃不透的感觉。教师如果照本宣科,面面

俱到,不仅无法完成教学计划,学生反而提不起兴趣,摸不着头绪。笔者认为,“土木工程材料”的重点章

节就是水泥、混凝土和钢材,应将这三章内容讲深讲透,其他章节可以少讲,甚至不讲, 由学生自学。土木

工程专业的学生今后多数是材料的使用者,从设计到施工各个环节都要同材料打交道,因此各章的重点

内容应放在材料性能(包括技术性质与特性)和材料应用两个方面。只有掌握了各种材料的特性与技术

性质,才能根据工程性质、所用部位及所处环境条件合理地选择材料。同时,“土木工程材料”是一门与工

程实际紧密结合的学科,从材性到应用都与工程实际相关 。国外教材十分注重工程应用部分,取材广

泛,内容丰富,而我国的教材普遍缺少这方面内容。因此,该门课的授课教师要知识面宽,善于理论联系

实际,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有针对性地结合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工程实例,

进行讲解,会使理论的、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实际, 使学生的印象深刻。例如在讲到“混凝土的耐久性”

时,笔者要求学生对“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构筑物在耐久性上有何差别”和“如何保证三峡大坝的耐久

性达100年以上”等问题开展课堂讨论,学生们发言踊跃, 各抒己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 2) 二加强　由于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日新月异, 教师必须掌握各种材料的最新研发

动态,并能结合自己的科研课题,及时地介绍给学生。这样做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求知欲,

同时也能增强学生对教师的敬佩感。另一方面,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土木工程材料”同许多后续专业

课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课程涉及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原理、施工技术、施工组织、工程

概预算等等。“土木工程材料”教材往往只是从材料学角度进行编写,缺乏与相关课程的衔接,因此,教师

应该熟悉土木工程专业及其后续课程, 并对相关课程有所了解, 在讲课时能够旁征博引,引导学生不再

是孤立地学习这门课, 而是在土木工程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学习, 从而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

( 3) 一结合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社会,土木工程材料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的增长,都已今非昔

比。面对教学内容增多而学时不断减少的压力,仅靠已沿袭多年的板书作为单一教学手段,显然不能适

应新的形势。因此,改革传统教学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势在必行。

多媒体教学为学生提供了视听并用的条件, 把静止的、抽象的、书本的、公理化的知识赋予了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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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的、现实的背景,因此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扩大信息量, 提高讲授质量, 特

别适合以叙述性内容为主而实践性环节又很强的“土木工程材料”的课堂教学。当然,教师也不能完全依

赖于多媒体, 适当的板书还是有必要的。笔者从学生方面了解到,学生们认为多媒体教学节奏太快,已讲

过的内容保留时间太短,不利于记忆。有鉴于此,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多媒体与板书两种教学手段的

相互结合,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对于每堂课的要点、重点、难点及有关公式推导仍然采用板书形式。现

代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有效地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扩大了学生的视野。

三、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与动手能力

2004 年以前, “木土工程材料实验”一直依附于“土木工程材料”理论课, 所开设的实验项目大多是

验证性的。教学方法单一,学生都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实验项目,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很少能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谈不上创新教育。

从2005年起,借实验课与理论课教学分开之机,也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工科实践性教学环节

的有关文件精神, 我们对大三的学生开设了“土木工程材料实验”课程。它既是“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延

伸,又是独立的实验课程。因此,本门课程有独立的教学大纲和独立的考核模式。为了实现对实验教学

的改革、创新,我们首先修订了教学目标,考虑到钢材的拉、弯、扭、剪实验已在“材料力学实验”课中完

成,将主要土木工程材料确定为水泥和混凝土。实验课时总共12学时,水泥与混凝土实验各做三次。此

次教改的重心是变验证性实验为综合型、设计型与开放型实验。6项实验围绕“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展

开,各项实验内容与先后顺序由教师指导, 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时间不再局限于规定课时内,由学生与实

验教师协商解决, 实验室整个学期实行开放式管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学生由被动变主动,极大地调动

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培养了独立思考与自主创新和动手能力。

众所周知, 土木工程专业有三大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 材料教师应该积极参与

这三大实习的指导工作。那些现代化的混凝土搅拌站,正在施工的海底隧道、桥梁工地现场、已经竣工的

建筑物等等, 都是我们进行现场教学的最好课堂,是对课堂教学的最好补充。

四、搞好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指导工作,培养学生的初步科研能力

随着学院高层次人才的不断引进,师资队伍日渐壮大。我们在2005届毕业生中采取了毕业设计与

毕业论文并行的教学模式。由于有前三年的入门教育、课堂教学、实验及实习各个教学环节的层层铺垫,

学生们对做材料方面的论文充满了兴趣。去年主动报名参加笔者所在的论文小组的四名学生中,有一人

考研,一人即将出国深造,两名学生已经找到工作。笔者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给学生们选定的研究方向

是“矿物掺合料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研究”, 每人自定论文题目, 要求相互间既互相联系,部分实验数据

可以共享,又要各自不同,有所侧重。经过试验研究,他们顺利地完成了毕业论文,出色地完成了论文答

辩。一名学生还专门撰写了一篇研究论文,已经在某专业期刊上发表。由于材料实验往往体力消耗大,

一人难以完成,许多实验都是四个人共同完成的。学生们感到经过这次毕业论文的训练,不仅锻炼了他

们的科研能力,而且培养了团队精神,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无疑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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