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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建筑材料》课程优化对策分析

汪彦伯
宁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建筑材料》是高职院校建筑专业重要基础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材料特点、性能、应用方法等，为走上

工作岗位后合理使用建筑材料奠定基础。为此，文章以《建筑材料》课程特点为切入点，简要分析现有《建筑材料》

课程存在目标不统一、内容不实用、实施不到位、评价不全面的问题，以此为基础，提出优化对策，从而为相关教育

者提供参考，改善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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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实施“十四五”建筑行业规划后，建筑市场日趋

成熟、竞争愈发激烈，却由于产业劳动密集，人员流动

性强，阻碍了行业发展，迫切需求技能型、高素质人才。

而高职院校承担着面向服务、建设、生产一线人才培养的

使命，以往高职学生毕业面临就业质量低、稳定性不足

的困境。为提高建筑行业高职毕业生竞争力，减少被动

离职率，需优化专业课程，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1��《建筑材料》课程特点

《建筑材料》是建筑学专业课程，与其它技术课程

承担着教导学生工程知识、数据分析、实验创新，及文

脉、人文、生态与社会责任的要求，培养更多高素质、

宽基础、强意识优秀人才。课程特点如下：

（1）涉及学科广泛。建筑材料是桥梁交通、房屋建
筑、水利水运、矿井等工程的材料，对应高职院校水利

水电、材料与化学、土木工程、建筑学、交通运输等诸

多专业[1]。所以，《建筑材料》课程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

专业体系具有关键作用。

（2）教材内容多。《建筑材料》教材中，基本内容
以材料性质、气硬性胶凝材料、混凝土及砂浆、金属材

料、木材、合成高分子材料、沥青、天然石材为主，绿色

新型材料为辅。在“双碳目标”下，教材内容应当适当更

新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突出专业特征。

（3）理解难度高。在《建筑材料》课程中，多是有
关工程材料的资料、经验总结，表达内容繁多，对于实

际计算与理论分析较少，增加了学生理解难度。学生如

果未能找到恰当学习方法，将会丧失学习信心。

2��高职院校《建筑材料》课程的问题

2.1  目标不统一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目标定位作为重要环节，是

教育工作出发点，必须适应高职院校体系，培养更多应

用型人才。但是，在《建筑材料》课程目标设置中，

存在目标认知不到位的情况，定位侧重于“高等性”，

对“职业性”有所忽视，实施课程时以设计师、工程师

为教育目标，导致教学失败[2]。还有部分课程目标定位

过低，将基础理论删除，内容单一指向某工种、某专业

职业要求，仅培养学生操作能力，无法满足企事业与社

会对学生职业能力、综合素质的多重要求，过多关注技

能、知识训练，片面追求教材内容学习，使得个性能

力、道德素质培养缺失。

2.2  内容不实用
高职院校《建筑材料》课程内容中，停留于传授知

识阶段，内容无法跟上社会发展，例如，砌体材料多讲

述实心砖，实际生产中早已淘汰此类材料，出现课程

与岗位、职业、任务脱节情况。并且，课程内容扔存在

“学科本位”思想，未能联系实际工程案例讲解材料的

性质、运用方法等，导致学生缺乏材料感性认知。还有

课程一味追求职业任务，专业知识狭窄化，类似于中职

教育，持续压缩专业基础理论。而高职院校《建筑材

料》课程内容，不仅要包含理论知识，也要涵盖工作过

程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结合地方经济、行业发展、课

程目标有所取舍，明确主要矛盾，精心设计内容。

2.3  实施不到位
高职院校课程改革中，出现种种困难，专业课程不

适宜教学条件、课程体系不符合新课程内容、教师知识

体系与实践教学逻辑差异、现场经验不足与理论缺失

等，均造成实施课程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

是高职课程改革注重实践与理论结合，必然需要校外实

训基地、实验室等，却受限于资金、能力等，教学条件

不到位，难以实施课程。二是按照课程改革要求修改内

容，却仍沿用旧版教学大纲，或是教师采取老教案、老

教材及其教学模式。三是《建筑材料》实践课程要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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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具备工作经验，却由于多数教师毕业即就业，缺乏岗

位经验，难以适应实践教学要求。四是课程改革需引入

行业专家，使其参与到课程教学中，或是与任课教师共

同制定课程计划，陪同讲解专业知识。但是，专家工作

繁忙，教学经验不足，如果仅开讲座、作报告，难以达

到预期教学效果。

2.4  评价不全面
高职院校《建筑材料》以往课程评价多采取笔试方

式，日常成绩30%、卷面成绩60%，实践成绩10%，且实
践与理论考试分离，学生缺乏发挥空间，以被动应试为

主，制约其创造思维、发散思维发展，容易出现高分低

能、低分低能情况，偏离教育目标。现阶段，部分《建

筑材料》停留于教师自评、学生成绩水平上，未能规范

评价指标与体系，评价过程不严谨，或是直接以调查报

告成绩、某实践项目成绩替代评价，容易出现知识狭隘

化问题。而完整课程评价包括目标、标准、实施与结

果，应转变评价主体单一、内容片面的情况，方能推动

《建筑材料》课程优化发展。

3��高职院校《建筑材料》课程优化对策

3.1  优化课程目标
高职院校建筑专业中，教育定位是根据学生特点，

培养其终身学习理念、社会适应性、团队合作能力、沟

通交流能力、实践创造能力等。建筑专业学生职业走向

有3个，即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等，确定职业
岗位群包括设计师、材料员、施工员、资料员、质量安

全员、监理员、预算员等，均需要具备“建筑材料”基

础知识。以此为基础，分析《建筑材料》课程目标：

一是专业目标：看懂施工图纸，了解工程预算，掌

握施工过程，可编写材料计划书，自主收集市场信息，

利用专业知识和客户交流沟通，熟悉基本建筑材料知

识，以目测方式检定材料优劣。而进场验收环节，学生

需了解材料规格、品种、外形、使用方法、保管措施，

拥有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应用能力，准确检查原始

材料资料，明确怎样抽样送检，看懂检测报告[3]。

二是能力目标：拥有一定创新能力、再学习能力、

英文资料阅读能力、操作计算机能力、突发事故处理能

力、撰写报告能力及职业规划能力。

三是素质目标：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社会协调能

力、团结合作精神、语言表达能力、身体素质、应用文

写作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知识等。

3.2  更新教学内容
在《建筑材料》课程内容中，应当针对课程目标，

结合岗位任务选择恰当内容，保证学生掌握建筑材料性

能性质、取样检测、应用及最新行业动态。例如，以建

筑行业材料员、施工员为导向，树立工学结合课程观，

整合理论与实践内容，融入新设备、新技术、新知识。

课程模块如下：

（1）建筑材料概述及基本性质，包括建筑材料技术
标准、法律法规、基本性能、见证取样技能；

（2）气硬性胶凝材料，包括材料技术要求、性质、
应用等；

（3）水泥，包括水泥性质与应用；
（4）混凝土，包括混凝土性能、混凝土骨料、配合

比设计；

（5）建筑钢材，包括建筑钢材质量标准、基本性
能、钢材选用；

（6）防水材料，包括防水材料运用、基本性质、沥
青施工条件与工艺；

（7）知识扩充，包括混凝土外加剂、墙体材料、保
温隔热材料等新型材料。

3.3  创新课程教学
3.3.1  优化教学资源
（1）建设师资队伍
高职教育课程优化中，师资队伍作为发展重点，要

求其成长为“双师型”教师，方能完成一系列课程改

革、优化任务。因此，高职院校可通过人才引进、外派

学习方法，注意不能“重学历”、“轻学力”，人才引

进不能仅查看职业证书或学历层次，需综合考察其学术

水平、教学能力等。对在职教师则需要联合企业，使其

参与到监理、施工、设计项目中，积累项目资源，提高

动手能力。还要聘请企业专家、技术人员成为兼职教

师，共同培养高职学生。

（2）改善教学条件
在《建筑材料》教学中，为达到课程优化目标，一

方面应配套建设实践基地，模拟真实企业环境，陈列设

备、制度要求等予以学生真实感，按照企业岗位要求，

组织实训教学，使得学生掌握实践能力。为此，高职院

校可基于能力本位，配置混凝土质量检测室、水泥实训

室、材料样品室、力学检验室等。另一方面，建设校企

合作平台，积极与当地建筑公司、监理公司合作，建设

校外实训基地，确保学生按质、按时参与规范化技能训

练，缩短学校与社会、课堂与岗位距离。

3.3.2  创新教学模式
（1）可视化教学
建筑材料涵盖基本材料特性、材料种类、配合比计

算、材料应用、基本力学性能等知识涉及范围广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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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知识较为抽象。例如，混凝土制作，包括掺量称重、

搅拌混合材料、仪器调配、拆模养护等，传统教学中，

仅采取语言描述难以达到教学效果，教学知识较为抽

象。因此，教师可利用BIM技术，制作“混凝土制作”模
型，以模型方式，将混凝土浇筑问题展示出来，有助于

学生了解每个施工环节，提高学生注意力[4]。

（2）案例法教学
项目工程处于不同地质环境、气候条件下，施工、

运营等环节将会产生各种结构性能劣化、力学破坏问

题，对施工质量、进度造成影响，造成机械损害与人员

伤亡。以往《建筑材料》教学以材料特性为主，对工程

中材料特性作用有所忽视，即便略有提及，却不够具体

形象，无法满足新世纪人才培养需求，可采取案例教学

法，将工程案例与理论知识相结合，提高教学质量。例

如，在混凝土养护中，直接插入某工程混凝土搅拌、取

样、喷射、养护图片，让学生直观了解课堂知识，加深

对课程的影响[5]。还能以此为基础，结合工程气候、地

质、工艺等，引导学生分析施工中混凝土可能出现哪些

问题，如混凝土耐久不足、混凝土离析等，提出解决办

法，有效积累施工经验。

（3）实验法教学
在《建筑材料》教学中，实验部分多是验证性实

验。而我国建筑工程数量、规模逐渐增多，部分工程建

设于恶劣环境下，对材料质量、耐久、抗震等提出高要

求。因此，《建筑材料》教学可多采取创新实验，培养

学生创新意识。例如，计算混凝土配合比是，为了让

学生了解材料性能、计算方法，从传统抗压、抗拉、抗

折力学性能实验，添加氯盐侵蚀、冰融、碳化、干湿循

环、硫酸盐腐蚀等创新实验，便于学生掌握混凝土强度

变化及试件损伤机理，明确不同环境下混凝土性能改善

方法。

3.4  改进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以课程目标为准，制定科学评判标准，采

取恰当评价手段、技术等，评定课程实施过程，有效诊

断教学问题，为课程改革提供支持。

3.4.1  评价内容
在《建筑材料》课程中，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

主，考评内容需侧重技能操作、专业知识、独创性及团

队合作等。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任务为驱使，引

导学生在掌握理论基础上，锻炼其实操能力，考察学生

是否独立完成实训任务、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分析操作

技能与专业知识掌握度。例如，在水泥检测中，学生需

检测水泥体积安定性、细度等；混凝土则需要开展混凝

土拌和实验。而团队合作这是按照该项目中学生合作能

力、参与度、成果展示进行评价。独创性是观察实训中

学生的创新意识与独创性，是否能够自主查阅文献、使

用检索工具，提出新的设想与建议。

3.4.2  评价形式
课程评价中，应当将理论考试、实训操作、日常成

绩相结合。实训操作和日常表现评价以小组为单位、以

活动为中心开展，引入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小组评价

方法。理论考试结合实际，将职业技能考试引入其中，

或是以职业技能证书替代考试。例如，学生考取“材料

员”证书后，则无需参加理论考试。通过此种方法，调

动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其职业能力与技能，成为高素

质、技能型人才。

结论：综上所述，《建筑材料》是高职院校重要基

础课程，具有涉及学科广泛、教材内容多、理解难度高

的特点，理论性强、知识点散乱，多是文字平铺直叙的

描述，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因此，高职院校《建筑

材料》课程中，应当结合实际情况，从优化课程目标、

更新教学内容、创新课程教学、改进课程评价这几方面

出发，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培养更多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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