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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桥梁工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探讨
——以石河子大学为例

梁　路　唐艳娟　王玉山　高　丽 

（石河子大学，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要：随着桥梁产业的快速发展，桥梁已成为我国的一张名片。

“桥梁工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结合教学实践中发现

的问题，按照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

养模式，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进

行了相应的改革探索。实际表明，新的教学改革能够明显提高学

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满意度。

关键词：桥梁工程；土木工程；教学改革；教学方法      

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我国桥梁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堪

称“世界桥梁博物馆”，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公路桥梁总数已达

85.15 万座。因此，在土木工程专业中开设“桥梁工程”作为必修

课是十分必要的。基于石河子大学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模式，

“桥梁工程”课程的教学需与时代紧密结合，与工程实际紧密结合，

分析整个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提出适应本校及相

关同类院校的教学改革方案，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锻炼学生

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

一、教学目标

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道路桥梁方向核

心课之一就是“桥梁工程”。学生在主要学习材料力学、理论力学、

结构力学、钢结构设计原理、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等必修课程的

基础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梁式桥、拱式桥、斜拉桥

以及悬索桥的结构形式和构造原理、设计要点、施工关键工序和

相关设计计算算例。使学生对桥梁工程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为之

后其他专业课的学习以及今后学生从事桥梁行业领域设计、建造

与管养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开设“桥梁工

程”课程已有 8 年，在近几年的教学中，根据任课教师与学生的

反馈，课程教学中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缺乏课外实践课时

石河子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开设的“桥梁工程”课程共计

64 学时，全是理论课时，缺乏课外实践课时，学生只是跟着课堂

的教室授课以及书本的学习相应设计理论，但本门课程工程实践

性较强，相关知识点如：梁桥章节中常用支座类型、伸缩缝类型、

连续梁桥预应力配筋布置、拱桥中拱桥吊杆内部构造、系杆构造、

斜拉桥拉索构造、悬索桥鞍座构造等，学生普遍感受很抽象，教

学效果并不好。

（二）教学模式单一性

本门课程在讲授时，大部分的学时仍然是用板书与多媒体的

结合，比较传统，学生们仍然是一种被动学习的模式，另外本门

课程的工程实践性较强，在授课时会提到很多工程案例与施工方

法，如若只是通过传统的授课模式，与实际专业脱轨是很难让学

生产生对学习的热情的，且学习效果也不会特别理想，传统的讲

解“桥梁工程”课程是根本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是完

全不能满足工程实践的需要。

（三）教学内容重复

在“桥梁工程”的教学知识体系中有部分知识点与钢结构设

计原理以及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的知识点重复，在教学过程中授

课教师并未取消掉，课时安排为 4 个课时，重复知识点如：桥梁

上的作用、大跨钢斜拉桥的主要构造和总体布置、悬索桥的主要

构造和总体布置等知识。在后期的授课过程中需要对过多重复的

知识点进行删减和优化，在有限的 64 个理论学时中，教师要做到

精讲，学生要做到精学。

（四）考核方式单一

在过去几轮的“桥梁工程”课程教学过程中，课程的总成绩

为平时成绩（30%）+ 考试成绩（70%），其中，平时成绩 = 考勤（30%）

+ 课堂表现（20%）+ 作业情况（50%），此种考核方式几乎与相

当一部分课程的考核相似，只能单一且片面反应学生的成绩好坏，

并不能体现出学生对此门课程知识的掌握与应用情况，同时更无

法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桥梁工程”课程教学改革方案探索

针对当前“桥梁工程”课程的实际情况以及存在的一些主要

问题，本门课程从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

多方面进行改革探析，让学生能真正掌握并运用本门课程的知识，

主要改革措施如下：

（一）增加课外实践课时，丰富课程设计，达到理论与实践

有机结合

由于本门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基于现有的办学条

件无法开展实践课程，但可以在进行一定的理论学习之后如学习

完梁式桥、拱式桥、斜拉桥以及悬索桥相关章节后，根据相关任

课教师的科研项目或者联系当地企业，联系实际的各类桥梁工程

项目，带领学生们进行实地讲解。虽然这一环节类似于大学第三

学年的认识实习，但是在经过一定的理论学习之后，学生再次体

验这种实习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一环节可以安排 12 个学时

的时间。另外，还可以设置每一类桥型的课程设计，供学生按照

自身学习兴趣进行选择。通过增加课外实践课时，丰富课程设计

内容，使学生们理解并掌握课程理论知识，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

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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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方法多样性

传统的板书结合多媒体的授课方式，仍然是运用灌输式模式，

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仍然是被动的，在第二次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可以结合清华大学雨课堂去进行授课，在多次的教学过程中，在

课件里及时穿插相关的知识点例题，学生可直接在手机上及时作

答，教师也可根据学生作答情况及时掌握大家对知识点的理解情

况，这种教学效果良好，可以继续采用；另外，根据授课教师的

观察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有些欠缺，尤其是面

对公众讲话时的不自信与紧张，因此，可以抽出 2 个课时的时间，

让学生分组去进行多媒体汇报展示，由被动转为主动学习，提高

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

（三）优化教学内容

在每一轮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授时对于与钢结构和桥梁

工程共性的部分，进行知识内容的删减与优化，只在重要知识点

进行串讲，同时应当把钢结构桥梁与混凝土桥梁的区别讲解清楚。

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我国钢产业发展迅速、钢产能过剩，钢产能

利用率也不足，市场缺乏钢结构的人才，我国钢桥数量占桥梁总

数尚不到 1%，因此对于钢结构桥梁的讲解可以适当增加篇幅。另

外，我们要结合《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JTGD64-2015）和《公

路钢混组合桥梁设计与施工规范》（JTG/TD64-01-2015）两本规

范讲解知识点，在讲授规范相关内容时适当介绍规范条文规定来

源和方法，教给学生将来运用规范的方法。

（四）考核方式多样性

现有的考核方式较为单一，在增加实践课时与设置课程设计

后，那么就可以把这部分的成绩纳入到学生最终的考核范围中。

比如，带领学生实地讲解后，学生需完成一份调研报告或者调研

心得，课程设计的成绩也要注重过程考核。另外，也可以增加一

个结课小论文的作业，学生们也普遍缺乏撰写一篇合格科技论文

的能力。那么结合以上的方法综合评价学生，即总评成绩 = 平时

成绩（30%）+ 实践成绩（20%）+ 考试成绩（20%）+ 课程设计

成绩（30%），此方式考核相比传统的方式考核，更加具有全面性、

多样性且公平性，更为重要的是，教师更加能够把握学生吸收及

运用知识的情况。

四、教学改革成效

（一）学生学习成绩显著提高

通过新近两轮 2017、2018 级土木工程（路桥方向）的学生的

授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进行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优化。在

期末卷面的考核中，教师将试卷题型和题目难度设置与往年一致，

通过比较 2015、2016 级和 2017、2018 级土木工程（路桥方向）

学生的“桥梁工程”试卷卷面成绩，通过以上的试卷卷面数据分析，

2017、2018 级土木工程（路桥方向）的学生成绩在优秀段和良好

段都优于 2015、2016 级的学生，同时卷面不及格的人数也大幅少

于 2015、2016 级的学生人数。在卷面最高分数上，2017、2018 级

的学生分数也高于 2015、2016 级学生。从平均分来看，2017、

2018 级的学生卷面平均分数也高于 2015、2016 级学生。总体而言，

学生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显著提高。

（二）学生满意度

在对 2017、2018 级学生的“桥梁工程”课程授课后，教师进

行了课程调查问卷，学生对此门课程内容的满意度、教授授课满

意度、考核方式满意度以及课程收获满意度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也说明学生对此门课的学习效果普遍较好。

表 1　2017 级与 2018 级土木工程（路桥方向）学生满意度调查

班级（人数）
课程内容设置满意度打分

（100-85]

教师授课满意度打分

（100-85]

考核方式满意度打分

（100-85]

课程收获满意度打分

（100-85]
对此门课无感

17 级（67 人） 61 57 62 60 4

18 级（52 人） 47 47 47 48 3

五、结语

现今我国每年新增桥梁近 3 万座，桥梁行业发展越来越趋向

于工业化制造和装配化施工等方面，社会也需要更为专业的技术

人才，高等院校在培养人才方面需紧跟时代的步伐，满足社会需求。

从“桥梁工程”课程的实际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增设

实践课程、优化教学内容、开展课程设计、丰富教学模式以及考

核方式等方面的相关建议，并在对 2017、2018 级学生的授课中做

了一定的教学改革，根据实际的教学效果发现新的教学改革能够

明显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满意度，教学改革的成效较为明

显。“桥梁工程”课程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结合，全面提高

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后续其他专业课的学习以及今后从事

桥梁设计、建造与管养奠定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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