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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筑环境专业创新型人才

培养的模块化实验教学体系研究
焦永刚 , 　罗　勇 , 　尤占平

(石家庄铁道学院 机械工程分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 :根据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课程的特点 ,以及传统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提

出了适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模块化的实验教学体系 ,将实验教学环节的内容 ,按一个核心模块

加几个特色模块的方式设置 ,并集中在第七学期实施。并对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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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odular System of Teaching Experiments to Fit
the Training of Innovative Talent Based on the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Engineering
J IAO Yong2gang , L UO Yong , YOU Zhan2ping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chool of Shijiazhuang Railway Institute ,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ilding environment and equip ment engineering ,

as well as t he p roblems in t he t radi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 t his article p ut s forward t he modular

system of teaching experiment s to fit t he t raining of innovative talent , t he experiment will set t he ex2
perimental teaching content in t he way of combining a core module wit h several feat ure modules. It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 he sevent h term. And it discusses some questions t hat may arise during t his

p 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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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知

识经济时代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思维、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校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

的学生 ,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创新平台 ,从而开

启他们的创新思维。对学生来说 ,最能发挥创新

潜能的教学环节就是实践教学。在实践教学中 ,

实验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验室是高校教

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 ,实验教学与实验室建设工

作是衡量高校办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

志。专业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建设工作必须适应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要力求整合优化实验

教学资源 ,加大实验教学改革力度 ,提高实验教学

质量 ,充分发挥专业实验教学在专业技术人才培

养中的作用。

　　一、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 ,实验教学缺乏系统性 ;实验教学方法单

一陈旧。实验教学都是从属各门课程 , 所开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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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基本上是验证型或演示型的。在实验教学方

式上 ,普遍实行的是规定实验的具体内容和步骤、

规定实验使用仪器和仪表以及规定实验完成时间

的“三规定”制度。这种被动式的学习 ,学生感到

枯燥乏味 ,激发不了学生的兴趣和创新欲望。从

效果上看 ,实验虽然做了不少 ,但很多同学却不会

设计实验 ,也不会观察、分析问题 ,有的甚至不会

选用基本仪器。

第二 ,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分离的做法使得

实验室间相互独立、投资分散 ,仪器、设备重复购

置 ,实验设备利用率低。

第三 ,缺乏科学的实验教学考核标准 ,只注重

实验报告的批改 ,学生在参加实验教学时缺乏主

动性。

基于对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的反思 ,总结其它

兄弟院校实验教育教学改革的经验 ,结合我校实

际情况 ,对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

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提出了模块化的实

验教学体系。

二、研究思路

(一)内容上突出模块化、层次性

将实践环节的内容 ,按一个核心模块加几个

特色模块的方式设置。其中核心模块由本专业联

系紧密的几个主干课程的课程设计与实验构成 ,

属必修模块。特色模块旨在突出石家庄铁道学院

在人才培养上的亮点 ,属选修模块。选修模块将

以人才市场的需求为导向逐步形成。并且随着实

验室的发展 ,逐步加大选修模块的比重。

(二)性质上突出综合性、开放性

通过多种渠道 ,积极开发综合性实验台 ,加大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重 ,并且在第七学期内全

部对学生开放。

(三)时间上突出灵活性

在七学期的全部或大部分的时间里设置课程

设计、专业实验等环节 ,学生就可以按照自身的具

体情况 ,较为灵活地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

(四)评价上注重创新性

在评价学生综合能力的过程中 ,不仅要考察

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 ,更要注重学生的创新能

力的培养 ,要注重实践过程的考核。将实验教学

实行学分制 ,制定相应的学分标准 ,并将学生的创

新能力作为评价的重点。

三、实施方案

(一)专业培养计划的修订

学生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形成主要是由

一系列课程来完成的。合理的课程体系不仅起到

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 ,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的作

用 ,而且有利于良好的能力结构的构成。培养方

案是学生培养的纲领性文件 ,制定科学、合理、完

整、互相衔接并且在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培养方

式、课程设置及其他环节上层次清晰的课程体系 ,

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力保障。在培养方案的制

定工作中应在充分了解、调研国内著名院校相应

学科课程设置情况的基础上 ,回顾本学科学生培

养的历史 ,结合本校的特色 ,制定适应实验教学集

中化、模块化的培养方案。

培养计划修订中需考虑的几个问题 :一要注

意专业基础课的验证性实验的实施 ,作为有助于

课程内容理解和认识的验证性实验 ,应随课程进

行 ,不易集中化。二为配合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

开展需调整现有的课程体系 ,如第七学期的《热工

测量》和《锅炉原理与设备》应提前至第六学期。

第六学期的相关实验学时和部分课程移至第七学

期。三根据现有实验设备合理设置实验学时 ,所

开设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应满足相关专业课程实

验教学的需要。

(二)实验教学集中化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是一个工程性很强

的专业 ,其专业课程的设置有着很强的工程背景 ,

所以各主干专业课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性 ,非常

适合开发综合性实验 ,在研究知识体系中各个部

分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 ,形成综合各课程的新的

实验体系 ,使得核心课程的设计性、综合性实验包

括更多的内容和方向 ,使学生能结合自己所学的

专业方向 ,充分应用所学的技术基础知识 ,有效地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

造性 。

同时实验教学集中至第七学期 ,可解决第七

学期由于就业和考研而引起的到课率很低 ,教学

质量下降问题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

活安排自己的实践环节 ,有效地解决实验教学中

学生被动、消极的问题。同时将理论学习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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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集中化强化了课程之间的联系 ,也有利于专

业教学的连贯性 ,避免学生学一门丢一门的问题。

(三)实验教学的模块化

实验课程不再隶属于某门课程 ,但也不是简

单的搬家 ,而是以开展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为目

标 ,将实验内容进行有机组合 ,形成不同的模块。

模块化的实验教学体系可以解决实验室的建设发

展和现有的传统实验和传统设备的使用问题 ,模

块化就是可以组合 ,可以拓展的 ,可以随着实验室

建设的发展 ,不断对其中的子模块进行调整。

将实验教学环节的内容 ,按一个核心模块加

几个特色模块的方式设置。其中核心模块由本专

业联系紧密的几个主干课程的实验构成 ,属必修

模块 ,如 :在原有的冰蓄冷试验台的基础上形成

《制冷原理及设备》、《空气调节》、《热工测量与自

动控制》三门骨干专业课的综合性试验台 ;特色模

块旨在突出我院在人才培养上的亮点 ,属选修模

块。选修模块将以人才市场的需求为导向逐步形

成 ,并且随着实验室的发展 ,逐步加大选修模块的

比重。如在自主研发的燃烧与热解试验台上形成

《锅炉与锅炉房设备》、《燃气燃烧与应用》、《燃气

输配》、《热工测量与自动控制》四门骨干专业课的

综合性试验台。通过中央地方共建项目购买了室

内环境检测仪器 ,开设了室内空气环境检测的设

计性实验。

(四)实验教学的学分制

为了适应实验教学的集中化和模块化 ,需要

对原有的实验教学方式实验成绩的评定方式进行

改革。学分制符合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发展愿望 ,

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所以实

验教学实行学分制 ,将核心模块的实验设置为必

修学分 ,特色模块的实验设置为选修学分 ,并制定

相应的学分标准。

四、需解决的问题

(一)对实验指导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新的实验教学体系 ,既要注重纵向知识的系

统性 ,又要注重横向知识的相互渗透 ,应有利于最

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知识潜力 ,有利于学生创造

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智力的开发 ,因此 ,实验指导

教师不但要熟悉实验设备的操作还要具备综合各

专业课程知识的能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根据

学生人数配备 2 到 3 名指导教师 ,其中一名是实

验室专职教师。

(二)适合开放性实验的实验室管理制

度的修订

新的实验教学方法和实验内容体系以及高水

平的实验教师和现代化的实验设备还应该结合完

善的实验室管理制度 ,为创新人才的培养创造有

利条件。目前的实验室管理主要还是按计划按规

定开放 ,平时学生很难进入实验室 ,即使进入了实

验室 ,老师也已经把实验仪器准备好了 ,学生只是

按照实验指导根据实验步骤被动地做一些验证。

为了培养创新人才 ,建立开放式的实验管理制度

迫在眉睫。学生在课下相互学习、相互探讨、相互

交流 ,利用实验室的设备和仪器 ,按照自己的思路

进行设计 ,使得学生的创造激情获得保护。根据

学生的科研兴趣、爱好以及今后自身发展的需要 ,

自带实验项目进行研究。开放式实验管理和弹性

实验教学模式 ,为学生创新能力的激发与培养提

供了一个自主研究、独立探索的良好氛围和空间。

(三)科学的实验教学考核标准与制度

的建立

科学的实验教学考核标准与制度对引导学生

重视实践教学 ,正确处理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和素

质的关系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在实施过程中 ,学

生实验的考核分为三部分 ,一是实验方案的考核 ,

学生需要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首先给出实验方

案 ,只有评定合格以上才可以进行实验操作 ;二是

实验过程的考核 ,对于开放性实验不是任由学生

去操作 ,实验过程中教师要加强指导 ,避免学生由

于操作失误损坏仪器设备 ;三是实验结果的考核。

三部分是有机整体 ,最终给出学生的实验成绩。

(四)实验指导教师工作量的认定

由于新实验体系以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为主 ,

同时实验室实行开放制度 ,指导教师工作量的认

定将不能简单的以学时计算。在实施过程中可按

学生组数和人数为基础来认定。

五、结语

模块化的实验教学体系旨在有效地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达到

和形成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新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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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突出实验教学环节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 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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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析结果

篇章 句子总数 平行推进 延伸平行推进 连续推进 延伸连续推进 总数 比例

篇章 1 11 2 2 1 2 7 63. 6 %

篇章 2 10 2 1 2 1 6 60 %

篇章 3 8 2 2 1 2 7 87. 5 %

　　据此作者在第二部分提出的三个假设可以得

到验证 :

(1) 主题结构分析理论中提出的三种基本句

子成分 ,即句首成分 ( ISE) 、情态主语 ( MS) 或语

法主语、主题主语 ( TS) ,全部出现在了所选的篇

章的每个句子中。

(2) 主题结构分析理论中提出的四种主位推

进模式全部出现在了所选的篇章中。

(3) 根据主题结构分析理论 ,所选的篇章全

部是连贯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主题结构分析理论的

机理就是通过确定篇章中每个句子的基本句子成

分 ,并且把主题主语单独罗列出来以展现出篇章

的主位结构发展模式 ,达到使篇章的连贯性一目

了然的效果。为了保持连贯性 ,英语语篇中就必

须包含一个相同的主题。通过分析这种由于篇章

内关键词与短语的不断重复而反映出来的内部主

题结构 ,主题结构分析理论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

确定篇章相同主题与检验篇章发展模式的方法。

因此可以总结道 :主题结构分析理论为英语语篇

连贯性的分析呈现了一幅清晰而且深刻的画面。

五、结语

基于本研究 ,主题结构分析理论的效度得到

了验证。从英语学习与教学的角度来看 ,本研究

对于英语写作的学习与教学具有很大的意义 ,因

为篇章连贯性是英语教师与学习者判断一篇英语

作文质量高低的必选标准之一。然而 ,本研究还

存在不足之处 :其一是所选篇章数目有限 ;其二是

作者在选择篇章时采取随机原则 ,并未考虑到篇

章题材、体裁等因素是不是会对篇章的连贯性有

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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