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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材料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涉及材料的性能、

制备、应用等方面，对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具有重要意义。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重要性

传统的土木工程材料课程教学模式以知识传授为主，缺乏对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难以满足现代工程教育的

需求。

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

课程背景及现状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研究性教学鼓励学生自主选题、自主研究，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适应工程教育改革的需要

研究性教学模式符合当前工程教育改革的趋

势，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适应未来

工程领域的发展。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通过研究性教学，学生可以亲身参与实验、

调研等活动，提高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意义



改革与实践的目的

改进教学方法

通过引入研究性教学、案例教学等先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

加强实践教学

增加实验、课程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工程素
养。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创新创业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

推动教学改革

通过改革与实践，推动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的更新和完善，提高教学质量。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研究性教学模式的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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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教学内容

根据土木工程材料领域的发展动

态和前沿技术，精选教学内容，

突出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确

保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整合教学资源

充分利用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

如精品课程、在线课程、实验设

备等，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和优

化配置，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

强化实践教学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实验、

课程设计、实习实训等方式，提

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工程素养和综合素质。

教学内容的优化与整合



案例教学法

引入典型案例，通过案例分析、讨论和模拟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参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探究式教学法

以学生为主体，通过问题引导、小组讨论、自主学习等方式，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

结合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势，采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方式，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高教

学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教学方法的创新与实践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

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如PPT、视频、动画等，使教学内容

更加生动、形象、直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网络教学平台

建设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的网络教学平台，提供丰富的教学

资源、在线测试和互动交流等功能，方便学生进行自主学

习和个性化学习。

虚拟仿真技术

应用虚拟仿真技术，构建土木工程材料的虚拟实验室和仿

真系统，为学生提供更加真实、直观的实验环境和操作体

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多媒体教学



土木工程材料课程研究性教学模式的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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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案例分析

结合课程内容，选择适当的案例进行

分析和讨论，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解

决问题。

教学效果评估

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反馈等方式，对

案例教学的效果进行评估，不断改进

和完善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实践

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实践，如材料性能

测试、工程材料选用等，提高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库建设

搜集和整理典型的土木工程材料应用案

例，形成案例库，为案例教学提供丰富

素材。

案例教学的实施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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