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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专业课情感主动认知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①

傅中秋，吉伯海，许国杰，谢发祥
（河海大学 土木与交通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根据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针对现有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提出结合“情感促进主
动认知”的土木类课程教学改革。根据土木工程知识点的生活体现，提出土木工程专业课与生活的关联点和关联路径，

包括专业课的历史文化、时事故事和生活实践等关联。基于土木工程专业知识点与情感关联的规律，提出情感主动认知

的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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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的课程教学强调，教学必须把教学内容巧妙地转化成问题情境，激发学生主动提出问题，

唤醒学生主体意识，使其产生强烈的探求欲望。然而传统的土木工程专业课教学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

深奥难懂，教学方式多样性不足，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学习缺乏足够的积极性［１］。为提升学生对土木工

程专业课的学习兴趣，端正学习态度，培养实践能力，有必要对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学进行探索与研究。

本文基于人文教学中知识点情感理解的启发，提出应用学生对事物的情感，引导课堂外拓展学习的

方式。基于分析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特点和情感认知规律，探索情感认知因素与教学相结合，提出一种

“情感主动认知”的新型教学方式。结合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强调学生通过兴趣关联达到主动认知效

果，激发学生学习专业课的兴趣，提升课堂学习气氛。

１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情感认知规律
１．１　情感主动认知特征

土木工程专业类学生面对繁重的学习与实践任务，并且在专业化市场需求的社会压力之下，相比于

文学艺术类学生，不擅长表现情感，习惯于用科学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因此形成了相对独立自主的情感

特点［２－３］。

认知与情感是相辅相成的。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学生缺乏认知，情感就难以推进，认知能力也会大

打折扣。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专业课的学习过程中，学生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对专业课不感兴趣，缺

乏学习动力［４］。情感不仅会影响学习习惯和学习态度，而且会影响具体的认知活动［５－６］。所以，教学目

标不仅要促进认知发展，还要实现情感发展。情感是促进更高水平认知组织能力发展的关键，忽视情感

会造成学习效果显现的迟滞。

１．２　学生兴趣激发点
土木工程专业课难度较大，容易使学生感到枯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带着兴趣去学习才能取得良好

的效果。基于样本组成分析，考虑学生成绩分布，对６０名学生（约占本年级３０％）专业课学习的原动力
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其中个人兴趣爱好所占比例为 ２１．７％，就业工作需求占 ４８．３％，家长要求占
１５０％，其他占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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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工作需求所占比例最高，但个人兴趣也占据了较高的比例。教学过程中，应通过强化工作需求

与自身经历的相关性，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来施教。例如播放土木工程相关的纪录片如《超级工程》

等，让学生参与需要利用力学与桥梁知识的《桥梁工程师》这类游戏。或者利用学生奇妙的视觉感受和

情感共鸣使他们对某些特殊的建筑产生强烈的印象，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和学习雄伟壮观的建筑。在

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穿插更多实际工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过调查问卷得到，土木工程专业学生中接近４／５的人选择在国内读研或者出国继续深造。考虑
学生上述目标需求，教师在教学中应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在讲解专业课程某部分知识点时提醒同学这

是考研的重点，或者在课本内容之外向同学传递相关的信息，强调专业知识与日后工作、考研笔试面试

的联系，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２　土木工程专业课情感主动认知
２．１　土木工程专业课的现实体现

土木工程来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土木工程专业离不开生活实践，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时刻促进土

木工程的发展［７］。人类的日常生活跟土木工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土木工程建设取材于大自然。大型土木工程的建设，首先必须具备工程建设的材料，没有石材、沙、

钢材等建筑材料，任何建筑物都无法建成。土木工程的材料都来源于大自然。大自然是土木工程发展

与进步的基础［８］。

土木工程的建设经验和设计理念来源于生活。现代土木工程建设技术与技术经验都源于生产过

程。鸟巢国家体育场，“四叶草”型国家会展中心，“海鸥”型浦东国际机场，这些外观新颖、结构合理的

建筑，都印证了土木工程的设计理念来源于日常生活。

土木工程建筑物是生活工作的主要场所。现代人类的生活，食住在建筑物中进行，行于道路桥梁之

上，长途出行也需要火车站和飞机场等媒介。生活中水电的传送都与土木工程息息相关。

２．２　土木工程专业课情感关联点
要探索新型土木工程专业课培养模式，必须在培养模式中加入更多的情感融入。我们必须找到土

木工程专业课与情感的关联点，通过联系情感的方式向学生传输更多的专业知识，取得更好的教学

效果［９－１０］。

２．２．１　历史文化引起的情感共鸣
将历史文化情愫与城市文化特点融入土木工程专业课教学过程中，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每

个人都在小学课本上学过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石拱桥———赵州桥。学生们在教育初期就了解赵州桥，促

发了他们进一步学习桥梁的兴趣。这是历史文化在土木工程专业课学习与情感之间充当关联点。

城市文化特点中必不可少的就是“标志性”建筑。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５５％的学生对身边或者耳闻
的特色建筑物感兴趣，并会采取上网搜索的方式加深对建筑物的了解。笔者在课堂中增加了交流学习

的环节，让每一个学生上台介绍自己印象最深的建筑物，然后大家对介绍的建筑物进行探讨，自然而然

地融入了更多土木工程的专业知识，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２．２．２　新闻实事、经典故事引起的情感共鸣
近几年，桥梁倒塌事故屡见不鲜：哈尔滨阳明滩大桥引桥坍塌，武夷山公馆大桥发生垮塌，重庆彩虹

桥倒塌。但是我们还有“炸药不放对位置都炸不掉的一座桥”———钱塘江大桥。上述的新闻实事，让我

们对桥梁建设有了更多了解的欲望，结合实际深入地了解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同时在教给学生专业知

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树立严谨认真的态度。

多条新闻曾经报道，在地下工程建设开挖过程中，出土了许多文物，但很多开发商为了避免工期的

延误和资金的损失采取隐瞒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很多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历史文物被破坏或掩盖。笔

者常在课堂中给学生讲这种与土木工程相关的实例，希望同学们具有良好的做事态度，遵守国家的法律

法规。激发起学生们的情感，对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具有更深的印象，也促使学生们进一步学习和探索。

２．２．３　生活实践引起的情感共鸣
调查统计得到，在讲课中穿插幽默风趣的故事，增加课外参观、实践环节，能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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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以补充课内外新闻和故事，活跃课堂气氛，丰富课堂教学形式。增加实践环节，培养学生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能力，也是一种促进情感融入的理想教学方式。

在生活实践中找到学习的灵感，用简单的日常琐事来服务于专业课的学习，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一个人长时间工作会产生疲劳，一把锁反复拧转也会出现断裂，那么工程中一个钢构件反复弯曲也

会出现疲劳裂纹。笔者在“钢桥”课程教学的初始，尝试以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的疲劳来引入钢桥疲劳的

概念，将钢桥疲劳的话题很自然的引入，生动形象，让学生对钢桥疲劳有直观的印象。结合人物色彩，让

桥这种建筑物也融入情感，加深了学生对桥的感情。

３　情感主动认知的实现
从学生选修课的情况发现，文学艺术类课程因融入了情感因素越来越受学生欢迎。然而，传统的土

木工程类教学因侧重知识技术的讲解，缺乏对知识点情感理解，学生对这些课程的热情也逐渐降低。土

木工程专业课程的教学必须要结合情感目标的实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们学习的积极

性，保证学生对专业课程知识的掌握和运用［１１］。经过实践证明，对于工程类专业课，能引起学生兴趣的

主要有：案例讲解、流行时事、生活相关等，课堂效果也相对较好。

土木工程专业课可以借鉴“预学习”的模式，在课程学习之前具备一定的了解和充足的兴趣。让学

生参与到实验中是一种较好的方式。例如“结构设计原理”这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基础课，带领学生参观

钢筋混凝土实验，介绍钢筋和混凝土的型号，浇筑与养护过程，演示混凝土轴心抗压实验等等。这种

“预学习”的过程，可以让学生明确学习的大体内容，提升学习的兴趣，为后期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实施愉快教学的方法，让学生觉得学习土木工程专业课是一个轻松而且充满意义的过程。保证学

生和老师进行平等的情感交流，老师倾听学生的意见，学生体会老师的感受，合理有效地处理师生间产

生的各种问题。同时教师要培养学生认真、准确、一丝不苟的学习工作态度，让学生在情感本质上认识

到土木工程专业这一课程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土木工程建设中一丝不苟、精确无误的精髓内涵。

４　结论
情感的融入促进土木工程专业课教学的实现和进步，教师需要在了解学生的情感特点的基础上，探

索情感与土木工程专业知识的关联路径，将知识传输给学生，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中提及的某些

方式和方法已经得到了实施，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些仍需进一步进行教学实践，并在教学实践中充

实和完善。尽管不同专业学生有不同的思维特点，但同一大类专业的学生有着相似之处。如对于工科

学生而言，其生活中的兴趣有类同之处。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关联的具体对象尽管有差异，但方法是类

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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