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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重庆大学房屋建筑学课程改革与建设为例，介绍了本课程建设在更新教材内容、改革教学手段、建设教学 

实践基地、转换学习模式等方面的做法，指出课程内容的更新和发展是教改的重点，推进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和发展是教改的 

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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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I Cho．~ rig University。Cho．~ng 400045 I China) 

Ah出譬d：111e essay first mgke~a study of the course’Building Architecture’in Chongqlng Utfiversity。and then introduces corresponding 

experiences which includes the renewal of teach／ng contents。the 176~ova[iotl of teaching rrle8n8。and the consm~fion of teaching lab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ing of studying mode1．In the end it nts out that the a 】ha8es of reforming are located in 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cont- 

e~nts and the 8llpports of ref0 “g c0|Tle from the applications of modernized teaching rrle8n8． 

K wolIk：building architecture；construction and reCorming of course；modernized teaching rr咖 8 

重庆 大 学 房屋 建 筑学 课 程 建设 与改 革 历史 悠 

久 ，在全 国同类课 程 中处 于领先 地位 ，取得 了丰硕的 

成果 ：不断改进 出版各类房屋 建筑学教材 4本 ，房 屋 

建筑学教辅 材料 3本 ，获 得全 国及 省部 级 以上教 学 

成果奖 、优 秀 教材 奖 共 5项 ；2000年 该课 程进 入 教 

育部 “新世 纪网络工程 ”第二批建设项 目，于 2003年 

以优 秀通 过验收 ；2003年该课 程被 评为 重庆 市精 品 

课程 ，2OO4年评为全 国精 品课程 。 

一

、坚持教学方法和教学技术手段的不断改革 

1．建立科 学的、多层 次的教 学 内容体 系，不断优 

化 课 程 结 构 

重庆 大 学 房 屋 建筑 学课 程 的 内容 紧随 时代 发 

展 ，不断增加新 技术理论 和建筑 发展前沿性知识 ，如 

建筑 生态 、建筑仿生 、建筑智能 、可持续发展技术等 ， 

及 时介绍新结构 、新设备 、新材料 、新施工技术 ，科 技 

含量大 ，信息量 大 、涉及 面广 。教学 内容根据 现行 规 

范与技术 发展特点 ，对 各部 分 的 内容体 系进 行 及 时 

调整 ，在保证课 程体系 的完整性 与科学性 的基础上 ， 

以当前 具有代表性 和适 用性 的知识 为改 革 的重 点 ， 

突出知识 的新颖性 ，反映教学 内容的先进性 。 

课程结构 以教 学单 元为基础 、以知识点 为核心 。 

每一个 教学 单 元 的 内容 都 包 括 ：教 学 目标 、教 学 内 

容 、思考 题、测试题 、参考资料 、课时安 排 、学 习进度 、 

学 习方法等环 节 ，多层次 、多角度地展 开教学 。 

2．加 强现代化教 学手段 ，全 面提 升教 学质 量 

传统课堂教学 以书本 内容为 主 ，强 调 “黑板 ”教 

学 ，学 生表面易懂 ，但 真正让 学 生动 手设 计 时 ，往 往 

会 出现无从 动-T-的尴尬局面 。而立 体化多媒体课 程 

在教学设计 时 ，强调利用各种 信息资源教学 ，以学生 

为 中心 、注重 师生互动 ，利用多媒体课件 密集 的知 识 

量和丰富 的媒介 手段 ，在教学 中将 课 堂理论 教学 与 

知识的扩充及实践 结合 起 来 ，这种 教 学设 计对 于 象 

房屋 建筑学这类课 后需 不 断 自学 的课程 ，能使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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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更加合 理 、学 习效果显著 提高 。 

利 用现 代教 育技术 ，使 房 屋建 筑学课程 建设 充 

分利用 和优化教育资 源 ，在学科 建设和教学方法 、教 

学手段 、教学 内容 、教学 效果 等 方面 实施 教学 改革 ， 

满足教学 内容更新 经 常化 、教 学活 动实 施手 段多 样 

化 、学生学 习合 理化等新 的教 育教学标准 。 

3．加 强 实践教 学 ，重视 学生综合技 能培养 

房 屋建 筑学 是一 门实 践性很强 的课 程 ，在教 学 

过程 中应该理 论教 学 与实 践教 学并 重 ，培养 学生 实 

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 ，强 调知 识 的融 会 与运用及 动手 

能力 。教学 以适应新 的建筑 技 术发展 为依 据 ，选 择 

能够充分反 映现代建筑 技术条件 的案例进行讲解 和 

分析 。按 照教学进度在不 同阶段布置课程设计 任务 

书 ，从 设计 的初 步认 知—— 技术 环 节 的学 习—— 知 

识的综合运 用 ，逐 步培 养学 生 的设 计领 悟和 表达 能 

力 ，强 化分析 、归纳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课 程讲授及 

课程设计 的各个环节兼顾 土建类不 同专业 的学 习需 

要 ，在 学 习内容 的深 度上 各有 侧重 。根 据不 同 的深 

度要求 ，注重培养 不同专业学 生的实 践操作能力 。 

4．建 立教 学反 馈制度 ，适 时调整教 学方法 

在 房屋 建筑 学课程 建设 过程 中 ，建立 了一套 教 

学反馈制度 ，以便及 时 了解学生 的学习效果 ，适 时调 

整教学方法 。每学 期分 别在 期 中、期末 进行学 生 问 

卷 调查 ，了解学生 对教 学 内容及 重 点 、授课 方式 、接 

受程度 、个人要求 等 方 面 的意 见 。对 大 量问卷 进行 

分析统计 ，形成直 观图表 ，同时组 织授课教师集体研 

究 、讨 论 ，及 时调整教学方 法、教学手段 ，以适应实 际 

教学 需要 。通 过这 套方 法 的实施 ，更 好 地将课 程 建 

设与实 际教 学结合起来 ，取得 了 良好 的效果 。 

二、坚持进行师资队伍建设 

1．以老 带新 、建 立结构合 理的 学科梯 队 

在科学研究 中集体攻关 ，老 中青结合 ，发挥各 自 

长处 。在教 学 工作 中坚 持 老 教 师 和青 年 教 师 间 的 

“师徒 制”帮 带传统 ，坚持 青年教师 的试 听、试讲 和试 

做制度，保证教学质量，促进青年教师的自我提高。 

2．加 强学术交流研 究 ，促 进 学术 水平提 高 

对 内教学 团 队坚 持进 行教 学法 的研究 和 总结 ， 

并使该项活动制度化(每周一次)。对外积极展开学 

术交流 ，积极参 与全 国建 筑技 术学 会 的各项 学术 活 

动 ，先 后 在 1991年 和 2OO4年 两次 组 织 了全 国建 筑 

技术学会 学术研讨会 ，均获得成 功。 

3．坚持 教 学与科研相 结合 ，以科研促进 教 学 

高校 教师 的学术水平 需要通过参 与科研项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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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 以提 高 。近 20年 来 ，教学 团 队 先 后 承 担 国 

家 、省部级 纵 向科 研项 目近 20余 项 ，同时广 泛 开 展 

与地方建设相结合 的横 向科研 项 目，提高 了教 师 的 

综合素质 ，丰富 了教学 内容 ，提高 了教 学水平 。 

4．提 高师资水平 ，优化年龄 结构 

坚持 为青 年教师 创造 条件 深造 ，提 高学 历层 次 

和学术水 平 。在 教 学 团 队 l5名教 师 中 ，60岁 以上 

教授 2人 ，40～50岁 教授 2人 ，30～50岁 副 教 授 4 

人 ，28—35岁讲 师 7人 ，其 中 l2名 教 师获 得硕 士 学 

位(其 中在 职攻 读 博 士学位 教 师 6位 )，1名 获 博 士 

学位 。可见学术 团 队是 合理 的金字 塔结 构 ，为学 科 

建设及教学工作 的持 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 

三、坚持进行教材建设。不断更新内容，始终保 

持教材先进 

自80年代起 ，教学 团队 多次 编写 统 编 教材 、自 

考教材及 教辅资料 。早在 1984年 ，由刘 建荣 老教 授 

担任主讲 的房屋建筑 学课 程 ，通过 中央 电视 台播放 ， 

同时编写 的《房 屋建 筑学》、《房屋 建 筑学 辅 导》、《房 

屋建筑学课程设计 任务 书》等 教材 由中央广 播 电视 

大学 出版社 出版 ，发行 量 达 40万 册 。90年 代 ，教 学 

团队中多名教师参加编 写了全国统编 教材一 、二 、三 

版。2OOO年 2月 ，由李 必 瑜 教 授 主持 重 编 了《房 屋 

建 筑学》教材 ，根据现行 规范和技术发展 特点在保证 

课程 体系的完整性 与科 学性 的 基础 上 ，对 可持 续 发 

展 中的生态 、节能技术 、结 构空间 和表皮等 前沿 高新 

技术纳入教材 ，该教材于 2OO2年 获全 国优秀 教材 二 

等 奖。2OO2年 7月 ，作 为 “新 世纪 网络 工 程 ”第 二批 

建设项 目，出版 了《房屋 建筑 学》网络课 程 的 网络 版 

和单 机版 ，由高教 出版社 出版在全 国发行 ，同时编 写 

与《房屋建筑学 》网络课程 配套 的立体化 系列教材 。 

四、结语 

通过对 房屋建 筑学课 程 的教 学 内容 、教学 方法 

及教学手段 的改革 与建 设 ，完成 适 应时 代要 求 的 系 

列教材 的编写 ，推 进多 媒体 等新 时 代教 学手 段 的普 

及 ，总结 出全面 而完 整的 教学 方法 ，培 养 高质 量 、高 

素质 的师 资力 量 ，全面 提高 了本课程 的教学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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