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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D-T-S”教学法与“三段式”教学模式实施成效分析
刘芳语　刘　冲　严　娟　周　文

（四川现代职业学院，成都 610000）

摘要：《建筑工程安全管理实务》是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一

门专业必修课程，开设在大二下学期，课程设置旨在使毕业生进

入岗位前能够掌握土建类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控制的方法、理解工

程安全管理的基本技术技能，并以此为依据，采取预防、检查、

分析、处理等办法，切实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以各个环节

抓好建设工程的安全管理。本课教学设计围绕安全工程的重点项

目开展，着力培养学生处理工程安全事故的综合职业能力和具备

“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

和走向建筑项目管理专员、安全管理专员等工作岗位打好坚实的

基础。

关键词：建筑工程安全管理实务；“D-T-S”教学法；“三

段式”教学模式；VR 教学仿真技术；多方多维度评价

2013~2017 年度中国建筑施工系统安全事故统计数据显示，

在建筑安全事故中，高处坠落（含脚手架、塔吊坠落）、坍塌、

触电等安全事故发生的占比最大，造成的伤亡人数众多。基于此，

本课程设置的主要学习任务有脚手架工程、塔吊工程、基坑防护

工程、用电伤害的安全管理等。《建筑工程安全管理实务》教学

安排上，以建设工程项目实施为导向，突出能力目标，以学生为

主体，以真实的工程项目为载体，以 VR 虚拟实训为手段，设计

基于工作过程的理实一体化课程体系。

一、教学设计

以“项目②脚手架工程安全管理”等 6 个项目为主要学习载体，

结合工程事故案例、工程实例等，将职业行动领域的工作过程融合

在项目训练中。教学模式采用“三段式”设计（图 1），推进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实践理实一体化。教学方法有：“D-T-S”

教学法、体验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自主探究、头脑风暴、合

作式学习等。其中，“D-T-S”教学法，培养学生发现危险（D-Danger）、

辨别训练（T-Training）分析事故发生原因、制定事故预控措施和

解决（S-Solution）方案的能力，实施流程如图 2。

图 1　“三段式”教学模式设计

二、教学评价

（一）阶段性评价设计

在“课前·温故热身”环节，教师主要通过学生在线回答问题

情况考核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在“课中·渐入佳境”

环节，教师主要通过学生课堂讨论和小组汇报情况考核学生创新能

力和团结协作能力；在“课中·斩获新知”环节，教师主要通过学

生课堂授课情况考核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在“课

中·VR 模拟实境体验”环节，教师主要通过学生 VR 体验情况考

核学生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在“课中·话有千言”环节，

教师主要通过学生课堂讨论和小组汇报情况考核学生总结问题和团

结协作的能力；在“课后·言归正传”环节，教师主要通过学生在

线自学情况考核学生应用新知识和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

（二）多方多维度评价设计

每个学生的学习评价由校内老师、企业指导工程师、学生互

评共同完成的。考核项目的评价包括了任务成果、职业素养与操

作规范、关键能力目标达成三个方面。校内老师主要考核学生的

在线课业完成情况、课堂表现、任务达成情况等；企业指导工程

师主要在施工现场实训环节考核学生的职业素养和操作规范情和

事故处理情况；学生互评主要由学习小组组长评价和小组内组员

互评组成，主要考核关键能力目标达成情况和团队贡献。每个环

节即时跟进考核评分。

（三）总体评价

结合以上两项评价设计，可对学生专业能力、关键能力目标

达成情况进行总体合理的考核评价，最终可考核每个学生的综合

能力、促进学生建筑思维和综合职业能力全面提升。课前，教师

根据学生课前预习在平台上的提问、完成任务等情况对学生及小

组进行课堂和在线考核评价；课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给

予加分；组长评价 + 组员之间互评 + 教师点评小组表现；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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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学生学习情况，教师根据学生课后反思总结深度对学生进行

评价。

三、特色与创新

（一）辅助教与学的仿真技术运用、践行“三段式”

恰当运用 VR 仿真实训设备等信息技术辅助教师的“教”与

学生的“学”，提高学生的专注度、参与度。以真实的工程项目

为载体，营造虚拟实感体验岗位环境，对每个教学项目进行 VR

实境体验，让学生切实感受安全事故的触目惊心，并通过实境体

验强化理论课堂学习基础知识、原理和施工安全技术，在建筑 VR

云体验实训课堂完成事故的安全排查，考核学生分析问题和处理

问题的能力。为施工现场教学环节打好基础，更好地实践了“三

段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如图 3。

图 2　项目 6（3 学时）教学实施流程图

图 3　辅助教与学的仿真技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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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内容与岗位要求对接、践行“学为所用”

本课程围绕安全工程的重点项目开展，着力培养学生处理工

程安全事故的综合职业能力和具备“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走向建筑项目管理专员、安

全管理专员等工作岗位打好坚实的基础。其教学目的是为了让学

生掌握土建类施工过程中的安全控制的方法，熟悉国家现行的法

规及标准，理解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的基本技术技能，切实学会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施工现场教学环节运用所学的工程知识评

判施工现场的合理布置，并有效引导学生应用安全技术知识在施

工现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掌握处理质量事故和安全事故的程序

和方法。

（三）多方多维度评价保障、践行“综合测评”

教学评价综合“阶段性评价”和“多方多维度评价”两项设

计，可对学生专业能力、关键能力目标达成情况进行总体合理的

考核评价，最终可考核每个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建筑思维

和综合职业能力全面提升。课前教师根据学生课前预习在平台上

的提问、完成任务等情况对学生及小组进行课堂和在线考核评价。

课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给予加分；组长评价 + 组员之间互

评 + 教师点评小组表现。课后跟踪学生学习情况，教师根据学生

课后反思总结深度对学生进行评价。课程总评成绩＝项目 1 成绩

（10%）+ 项目 2 成绩（15%）+ 项目 3 成绩（15%）+ 项目 4 成绩（15%）

+ 项目 5 成绩（15%）+ 项目 6 成绩（30%）。

四、实施成效

课前（线上）：对 2017 级建设工程管理 1~3 班课前成绩分析

知，部分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强，极个别同学存在对安全管理概念

意识淡漠等现象，这与日常学习生活中不注重这一块知识的积累

有很大的关系。鉴于安全理念的植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后期“课中”、“课后”环节的开设中，

我们会提前开放易班优课预习平台，让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自主

地加入学习，既调动自学积极性，又能逐步了解到安全管理的重

要性。

课中（课堂、施工现场）：在“课中·斩获新知”环节，一

定要让学生真正掌握教学项目的安全管理及事故预控措施。否则，

在后续的施工教学基地现场课堂中，学生就会停留在简单的体验、

了解层面，不会思考如何优化和改进施工现场的布局；在“课中·VR

模拟实境体验”环节，要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坚决要杜绝少部分

同学“看热闹、好玩”的心理，有错误要思考，反复调试，总结

调试经验；在“课后·话有千言”环节，要考虑到学生对本堂课

程的接收程度有所不同，着重关注到接受能力较弱的同学，重点

加强这一部分学生的问题剖析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因为安全管

理教学是环环相扣的，不能使这部分同学掉队。

课后（线下）：课程最终成绩是由校内老师、企业指导工程

师和学生自身多方综合评价得出的，从各分数段人数分布图中可

看出各班同学们成绩整体情况较好，基本符合正态分布规律，优、

良占比较大。教学后评价调研数据显示，调研学生中有 61% 的学

生认为“三段式”教学方法极大地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对传统的

教学模式改良很大且学习效果显著；14% 的学生认为“三段式”

教学方法可以激发了学习的兴趣、有学习效果，建议继续运行下去；

13% 的学生认为“三段式”教学方法可以激发了学习的兴趣但学

时有限效果并不明显，但仍建议继续运行下去；12% 的学生表示

可跟从大家的意见，没有意见。这从侧面也说明我们从学生本身

出发设计和选择的教学模式，最终由学生进行后评价教学效果的

方式，得到了大部分学生的认可。

通过分析 2016 级、2017 级该课成绩各分数段人数情况得，

采用的“三段式”教学模式的 17 级学生成绩明显的提高。“线上

+ 课堂 + 线下”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得 2017 级学生的

成绩中优、良占比有所提升。“阶段性评价”和“多方多维度评价”

的综合评价方式初见成效。

五、结论与展望

1.“三段式”教学实现了学生从“理论→仿真→现场”的

全过程体验。教学设计中结合实际工程事故案例，将改革职业

行动领域的工作过程融合在项目训练中，很大程度地调动了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使学生更容易掌握每个教学项目的重难

点。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分段教学，学生形成了较系

统的学习过程。

2. 通过“阶段性评价”和“多方多维度评价”的综合评价方式，

对学生专业能力、关键能力目标达成情况进行总体合理的考核评

价，最终可考核每个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建筑思维和综合

职业能力的全面提升。

3. 易班优课平台的运用，实现了“线上 + 课堂 + 线下”的教

学连线，缩短了教学时间，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4.VR 仿真实训设备的恰当运用，实现了信息技术辅助教师的

“教”与学生的“学”，提高学生的专注度、参与度，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5. 教学中采用多案例教授方式专攻“工程安全事故发生的原

因和预控措施”模块的学习，使学生更透彻的掌握了每个知识点，

扎实、记牢。

《建筑工程安全管理实务》课程在后续的人才配培养方案修

订中，可适当加大课时比重，以学生为主体，融入当下热点工程

话题和案例，教学中结合工程实际过程于训练项目中。在“课后·话

有千言”环节中多多融入头脑风暴任务，进一步培养学生勇于创

新、敢于表现的个性品质和良好的合作交流态度。加深本门课与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问题与处理实务》的衔接，整合两门课程的

真是工程项目，尤其是在“安全篇”开课之初，需要学生在现有

专业基础之上作出合理的教学安排，已工程项目的实施为导向，

充分运用我校的建筑 VR 云体验实训中心，完善理实一体化课程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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