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课程单元教学设计（首页）

课题（项

目）

任务 3  砼的选用与检测

子任务 3.1：检测砼和易性

子任务 3.2：检测砼的强度

授课时间

课类/课序  理论+实践 / 第 4 次课 授课地点 多媒体教室

建材性能检测室

班级/小组 6 组/班 单元学时 6

能力（技能）目标：

①能独立完成对混凝土拌合物和易性的检测

②能根据混凝土坍落度的检测结果和对粘聚

性、保水性的观察分析结果判定混凝土的和

易性

③能对和易性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的混凝土

进行调整改善

④能独立完成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的测定

知识目标：

①掌握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及其检测方法

②掌握混凝土的强度、检测方法及影响强度

的因素和提高强度的措施

③了解混凝土外加剂的作用原理和作用效果

能力训练任务或案例：

子任务 1：检测混凝土的坍落度，分析判定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

子任务 2：混凝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试件的制作和养护

子任务 3：检测混凝土的立方体抗压强度

教学重点、难点及其解决办法：

重点：混凝土的和易性；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及强度等级

难点：混凝土和易性的评定及改善方法；外加剂的选用

解决方法：让学生动手实际操作，以加深理解混凝土和易性、强度的检测评定及调整改善方

法；混凝土外加剂的选用主要通过对它的工作性能的分析理解加以分析阐述。

教学过程总体设计思路：

1、引入：以混凝土的和易性检测为切入点，引出什么是混凝土的和易性；以混凝土的强度

检测为切入点，引出什么是混凝土的强度有哪些，重点阐述抗压强度。

2、引导：根据混凝土的和易性涵义引导和易性的检测方法；根据混凝土的受压破坏机理引

导抗压强度的检测和评定方法

3、引申：根据混凝土的和易性包括流动性，粘聚性和保水性三方面的性能及抗压强度的检

测评定方法让学生分组讨论混凝土和易性和强度的影响因素。

4、实践动手操作：a)学生分组、制定工作计划。教师现场示范仪器操作

             b)任务实施，完成检测任务。

c)学生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评定

d)教师总结，达到知识和能力迁移。

教学方法主要包括：引导、启发、讨论、示范、实践动手等。



参考资料与设备、工具和材料的配置：

1.高琼英主编，《建筑材料》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王春阳主编，《建筑材料》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宋岩丽主编，《建筑材料与检测》  同济大学出版社

4.课题组自编实训指导书

5.各种建材规范及国家标准，例如 GB175-2007、JGJ55-2000 等等

6.建材网、装饰建材网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课程单元教学设计（续页）

步骤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与

手段

学生活动 时间分

配

（分

钟）

任务

引入

根据城建学院图书馆某柱的施

工设立总情境，提出问题：混凝

土在工程中的使用极为广泛，同

学们自己觉得施工用的混凝土应

该具备什么特点，满足哪些要求？

1）老师操作演

示（各类混

凝土在工程

中施工运用

的 图 片 案

例）

2）提问

学生观察

问题思考

10

课堂

讨论

学生分组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进

行讨论，从混凝土的受力情况、材

料组成情况、适用于何种工程、不

适用于何种工程等归纳汇总出各

小组自己的答案

分组讨论

引导思考

学生讨论 10

问题

引导

由所提出问题：请检测某新拌混

凝土拌合物，若某新拌混凝土拌

合物和易性不满足要求，难以施

工，请提出调整方案。

引导出新拌混凝土的性能要

求----和易性，硬化后混凝土的

性能要求----强度

  理论部分：

多媒体讲授 学生回答问题

学生提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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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延伸

根据混凝土的和易性涵义引导和

易性的检测方法及影响因素；根

据混凝土的受压破坏机理引导抗

压强度的检测和评定方法及影响

因素

  理论部分：

多媒体讲授

教师从旁讲授、

启发

学生思考

学生提问

50

任务分

解，学

生分组，

制定实

践动手

操作计

划

将本单元总任务分解成两个子任

务：

1 混凝土和易性的检测，并能够

根据和易性的检测结果，提出

调整方案。

2 混凝土强度的检测，根据检测

结果，平等混凝土的强度等级

教师从旁督促、

提供咨询

学生分组，

制定操作计划

对子任务进行

分析讨论

5

实践操

作的示

范操作

带领学生到实验室，根据总情景

要求及现场材料拌制混凝土，并

示范操作演示相关检测仪器的使

用和注意事项，引导分析误差原

因

教学做一体化

过程：

老师示范操作

及引导分析

学生观察思

考，分析讨论

   提出问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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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动

手操作

根据课堂理论知识及老师示范操

作，学生对混凝土的和易性和强

度性能要求进行检测实操

做中有教

提供咨询

监控进程

学生动手实

践操作，印证

巩固相关理论

知识

75

检测数

据整理

分析，

得出结

论

对检测实操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分

析，并得出结论，总结混凝土和

易性和强度检测的心得体会

老师辅助指导 学生分析总结 15

作品展

示

对混凝土和易性和强度性能进行

总结，评点学生实操过程中的得

失，筛选优秀组员的实践总结体

会并予以表彰

老师总结、评价、

分析

学生实操成

绩讨论，实操

成果展示

5

课后作业布置：

实训报告及实操心得

教学效果评价与改进措施：

检查评价：              

                                             检查人：              年  月  日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课程单元教学设计（首页）

课题（项

目）

任务 3  砼的选用与检测

（子任务 3.3 砼配比设计）

授课时间

课类/课序  理论+实践 / 第 5 次课 授课地点 多媒体教室

建材性能检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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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小组 6 组/班 单元学时 6

能力（技能）目标：

①能依据实际工程中钢筋混凝土构件配比设

计任务的基本要求和选定的原材料进行初步

配比设计

②能在初步配比设计的基础上试拌混凝土并

检验、调整混凝土的和易性，得出满足和易

性要求的基本配合比

③能根据混凝土的强度检验、调整得出满足

强度要求的实验室配合比

④能根据现场原材料的实际情况修正实验室

配合比，得出可以满足现场实际使用的施工

配合比。

知识目标：

①掌握混凝土配比设计的概念和要求

②掌握混凝土配比设计过程中的三个基本参

数：水灰比，单位用水量，砂率

③掌握砂、石取样要求掌握混凝土配比设计

的方法和步骤

能力训练任务或案例：

子任务 1：对实际工程中钢筋混凝土构件进行初步配比设计

子任务 2：试拌混凝土并检验、调整混凝土的和易性，进行基本配比设计

子任务 3：检测混凝土的强度，调整修正得出实验室配合比

子任务 4：检测现场砂石的含水率，并根据结果修正得出可以满足现场实际使用的施工配

合比。

教学重点、难点及其解决办法：

重点：混凝土配比设计方法和步骤

难点：最大水灰比，最小水泥用量，混凝土用水量及合理砂率的选取；施工配合比的设计。

解决方法：通过实际工程中钢筋混凝土构件配比设计实训操作掌握混凝土的配比设计方法，

实训过程中老师及时跟进指导。

教学过程总体设计思路：

1、告知：本次课为实训教学，教师采用多媒体课件，讲解混凝土配比设计的方法和步骤。

2、对混凝土配比设计的步骤分布拆解，并结合相关施工案例和例题分析说明。

3、教师以城建图书馆工程某柱施工用混凝土的配比设计全过程布置工作任务，学生分组

4、学生分组讨论、制定工作计划。

5、任务实施：a)根据图纸要求完成混凝土的初步配比设计

             b)根据现场原材料及初步配比设计试拌混凝土

             c)检测并调整混凝土的和易性，得出基本配合比

             d)检测并调整混凝土的强度，得出实验室配合比

             e)检测现场砂石骨料的含水率，修正得出施工配合比

任务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全程及时跟进指导。

6、学生检查和自我评价

7、教师总结，达到知识和能力迁移。

教学方法主要包括：讲授、启发、提问、示范、教学做、自学等。



参考资料与设备、工具和材料的配置：

1.高琼英主编，《建筑材料》   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王春阳主编，《建筑材料》   高等教育出版社

3 宋岩丽主编，《建筑材料与检测》  同济大学出版社

4.课题组自编实训指导书

5.各种建材规范及国家标准，例如 GB175-2007、JGJ55-2000 等等

6.建材网、装饰建材网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课程单元教学设计（续页）

步骤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与

手段

学生活动 时间分

配

（分

钟）

提出任

务

以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图书馆工

程某柱施工用混凝土为教学情境，

提出本单元学习的任务内容：混

凝土的配比设计

老师展示总情

境涉及的图

纸及现场材

料

学生观察

个别回答

5

任务告

知，任

务分解

提出配比设计的总任务，将任

务分解细化为若干子任务

1 混凝土初步配合比

2 混凝土基准配合比

3 混凝土实验室配合比

4 混凝土施工配合比

老师讲授，告

知

学生聆听，思

考

10

提出

子任务 1

提出子任务 1

混凝土的初步配比设计

根据总任务的具体要和易性要

求、混凝土强度等级、骨料最大

粒径、和易性要求等，计算混

凝土初步配合比

老师讲授，告

知

学生倾听、提问 5

分析

子任务 1

初步配比设计的步骤

1 计算混凝土配制强度

2 计算水灰比并复核

3 确定单位用水量

4 计算水泥用量并复核

5 确定砂率

6 计算骨料用量

多媒体讲授

启发、提问、指

导

学生倾听、记忆

理解、提问

40



实施

子任务 1

相关施工案例和例题分析说明
结合施工案例

和例题，布置

讲解初步配比

设计练习题

学生练习、提问、

讨论、总结

20

提出

子任务 2

提出子任务：

混凝土的基准配比设计

根据初步配比试拌混凝土，检测

和易性，若和易性不满足要求，

进行调整，计算出调整后的配合

比。

老师讲授，告

知

学生聆听、提问 5

分析

子任务 2

施工用混凝土应具备的性能一----

和易性应符合要求

老师讲授，分

析

学生聆听、提问 10

实施

子任务 2

混凝土和易性的检测调整，基准

配比设计，按初步配合比试拌

25L 混凝土，检测和易性

做中有教

提供咨询

监控进程

收集图纸、材料

信息，分组，

试拌混凝土，

检测调准和易

性，得到基准

配比

35

提出

子任务 3

提出子任务 3：混凝土的实验室

配比设计

老师讲授，告

知

学生聆听、提问 5

分析

子任务 3

施工用混凝土应具备的性能二----

强度应符合要求

老师讲授，分

析

学生聆听、提问 10

实施

子任务 3

混凝土强度的检测调整，实验室

配比设计

做中有教

提供咨询

监控进程

分组，试拌混

凝土，检测调

准强度，得到

实验室配比

35

提出

子任务 4

提出子任务 4：

施工配比设计

根据施工现场，骨料含水率，最

后计算出施工配合比。

老师讲授，告

知

学生聆听、提问 5

分析

子任务 4

讨论理论配比能否用于实际施工，

分析其中原因

老师讲授，分

析

学生聆听、讨论、

提问

10

实施

子任务 4

粗细骨料性能检测，实验室配比

设计

做中有教

提供咨询

监控进程

检测粗细骨料

含水率，配比

调整，得到施

35



工配比

总结分

析，作

品展示

每组根据所布置的任务，上交相

应计算出。对混凝土配比设计实

训成果进行总结，筛选优秀组员

的实训成果并予以展示表彰

老师总结、评价、

分析

学生实操成绩

讨论，实操成

果展示

10

课后作业布置：

实训报告及实操心得

教学效果评价与改进措施：

检查评价：              

                                             检查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