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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建筑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第1》

内容概要

田道全主编的《土木建筑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第13卷2011)》涵盖的学科领域主要包括：建筑学、城
市规划、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给水排水、工程管理等。论文集将收录我国高等学校土建
类学科教学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以及建设行业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和工程管理等部门工
程实践研究的学术论文。
    “为土木建筑行业和教育界的所有从业人员提供一个关于探索、试验、总结土木建筑教育理论与实
践方法的交流平台”是《土木建筑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第13卷2011)》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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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教育理论与教学改革研究“工程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实践土建类专业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方法研
究城市规划专业“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课程教学改革初探科研机制引人学生第二课堂的研究与实践
——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论工程管理专业纳人土建类大类招生之利弊土木工程专业“工程地质”课程
建设教学探讨建环专业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新时期对高等学校“80后”青年教师提出的角色要
求“建筑设备应用”课程建设的思考重视习题课和作业是提高“流体力学”教学质量的关键盾构隧道
课程中多媒体和网络资源的利用“交通工程导论(双语)”精品课程的建设与实践以“喷灌三要素”为
例浅谈教案设计的几点体会大学生逃课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浅谈互动教学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与
实施策略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模式探索浅析节能减排形势下的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专业“基坑工程”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法探讨面向大学新生的班主任工作实践浅谈大学生创
新教育浅谈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文化视角下中西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对比研究土木大类“混凝土结构原
理”教学改革“房屋建筑学”教学方法改革初探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探讨文献阅读与研
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关于高校青年教师兼职班主任工作的几点认识未来“卓越工程师”培养与大
学教育理念改革的思考浅谈青年教师兼职新生辅导员工作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土木工程专业“
研究性教学”探讨工程力学课程的地位和在工程师培养中的作用工程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法的初步研究
土木工程专业复合型人才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研究浅析PBL教学改革中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以“中
国建筑史”课程教学为例土木工程专业现状、未来及大学生就业前景浅议教育实践与工程师建设实践
研究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创新实践课程的实践与探索关于土木工程专业教学实习的思考通过英语角活
动提高研究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实践污水资源化是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土建类专业开设数值
模拟创新实践课程的探索交通工程数字图书馆建设初探在中国检索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文献的
实践基于综合职业能力观的工程资料管理实务模拟课程开发谈严寒地区住宅阳台设计——以包头市为
例居住小区供水系统中节能节水技术探讨浅析混凝土桥梁裂缝成因及处置参加科技竞赛的大学生特征
与受益研究建环专业实践与学生能力培养探究创新实践环节的教学实践与教学组织探讨教学型光电露
点仪的开发关于工程测量校内实验实习基地建设的思考玄武岩风化土工程特性的研究现状“建筑工程
施工”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工程管理专业房地产类课程项目式教学研究工程管理专业的综合实践性教
学探讨与实践校企合作背景下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的指导实践基于城市规划中的环境规划之研究浅
谈建筑设计与结构的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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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要推行素质教育，PBL教学中要注意几个问题　　2.1借鉴通识教育做法，注重知识的内化　　国
外很早就采用了通识教育（General EdLlcation），这也是世界各大学普遍接受的国际化议题。通识教
育提供的选择是多样化的重在“育”而非“教”，强调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和有高素质、高能力
的人，试图解决过度专业化导致学生片面发展的问题，注重知识的内化，强调知识与方法相结合，成
为学生稳定的心理品质，达到培养有修养、有理性的完整的人的目的。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学生的阅读
、思考和讨论，而不是灌输，这是西方教育的优良传统。我国的教育长期以来一直是应试教育，强调
教育方式与价值相结合，其方式、方法都存有弊端。素质教育的开展和实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
教育界的现状，有效地协调了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发挥PBI，教学改革中与通识教育
重合的教学方法，吸收、学习西方通识教育中的精髓，为我所用。笔者认为学生的考试依据必然不能
仅仅是教材，而应该更多的是对知识的体验和认识，甚至是学生的各种能力表现，因此提倡在“中国
建筑史”教育中人文知识与跨专业知识的引入和融合，让学生焕发精神、产生悟性、感化良知，活跃
的情感和想象力，从而多层面挖掘中国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并将产生灵性的思想和诗意的情怀。　
　⋯⋯

Page 4



《土木建筑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第1》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