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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原理》是一门以介绍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计算原理和方法的课程，计算内容多，要求学生有较好的数学和力学

基础。民族预科生大部分是接受蒙古语授课的蒙古族学生，基础很差，大部分课程内容无法理解，学生没有学习兴趣，考

试不及格率高。为解决问题，依据《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蒙汉双语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特提出进行

本课程的教学改革，重点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上进行改革，实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降低考试不及格率，为

提高民族预科生就业率和就业专业相关度打下坚实基础。

民族预科生；教学改革；实践能力

1、问题提出

《结构设计原理》是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必修的专业
基础课程，主要介绍混凝土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理论，课程教学
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各种工程结构基本构件的受力性能、计算方
法和构造设计原理，整个课程计算内容多。

民族预科生大部分是接受蒙古语授课的蒙古族学生，还
有少数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及鄂温克族的学生。大部分学生
住在民族聚居区，家庭交流通常使用蒙古语；居住在城里或
旗县的部分学生交流时以汉语为主，蒙古语为辅 [1]。从以往
来看，民族预科生基础差，在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十分吃力。
按传统教学模式组织课程教学，就会大面积出现学生上课睡
觉、玩手机、瞪着老师不知所云的情况，考试不及格率高，
直接影响学生对本专业的学习兴趣，学生就业去向与本专业
相关率低。

为解决上述问题，内蒙古农业大学出台了《道路桥梁与渡
河工程专业（蒙汉双语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方案》，本方案
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道路与
桥梁工程的基本知识，具备道路与桥梁工程设计、施工、检测
及管理能力，适应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需求，可以从事道路规
划设计、施工、监理、管理等工作，基础够用、专业合格，专
业技能良好，具有较强技术应用、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能力的
蒙汉兼通应用技术技能型人才。通过采取行业指导、校企联合、
产学用融合、协同育人的培养机制，以削枝强干，强化实践，
将理论学习与技能实训有机地结合起来，校企协同培养，突出
实用技能培养，改革课程教学组织形式和学业评价考核方法的
培养模式来实现培养目标。

本 课 程 为 实 现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所 定 人 才 培 养 目 标， 以
2015 级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民族预科生为对象，进行
课程教学改革，重点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上进
行改革。

2、改革措施

2.1  教学内容改革
针对民族预科生基础差和学习能力弱的特点，调整原课程

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将原本复杂的计算内容简单化，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描述复杂计算的实质，对于需要坚实数学和力学基
础才能理解的推算过程省略掉，重基础知识掌握，增加实习环
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普通本科生
班级课程教学内容与针对民族预科生的调整后教学内容对比如
表 1 所示。

表 1 教学内容调整对比表

教学内容
学时（普
通本科生

班）

学时（民族
预科生班）

基本概念及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质 10 14
受弯构件承载力计算 8 6
受扭构件承载力计算 6 4
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 8 4
受拉构件承载力计算 2 2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设计与计算 12 6
识图 2 6
实习 0 6
总计 48 48

2.2  教学方法改革
2.2.1  基本概念慢慢讲
在日常的讲课过程中，教师对于课程所涉及基本概念基本

理论和方法要讲清楚、讲透彻。尽量举与基本概念相关的工程
实例，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课堂上经常提问，及时了解学生对
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并做出恰当调整。对于不可避免的数学及
力学基础知识的应用，提前布置学生课前预习，课上帮助学生
回忆，尽量用浅显的语言描述如何使用所涉及数学及力学基础
知识，对于个别有能力的学生可以课后进一步详细讲解。把握
好课堂节奏，掌控板书与多媒体的使用时机，激发学生与老师
的同步思考。注重每节课的课前导入和课后总结，以生活中常
见实例导入所学知识点，让学生没有陌生感；每节课都要归纳
总结当堂所讲，让学生十分明确课程内容，做到心中有数。

2.2.2  实物、模型齐上阵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向学生展示实物和模型，例如各种类

型钢筋钢绞线、模板垫块、预应力锚具等实物，以及梁、柱等
各种不同受力的构件模型，来方便学生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加
深理解。积极采用案例式教学方法，通过分析实际案例，讲解
相关教学内容，让学生迅速进入角色，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

2.2.3  图片、视频助理解
对于一些复杂的、不便于直接展示实物和模型的知识内容，

则借助多媒体手段进行讲解，向学生展示照片、图片、FLASH
动画、施工视频等等，以这种最直接、最简便的方法，对课堂
教学起到巨大的辅助作用，真正做到所讲都懂。

2.2.4  讨论分享不可少
讨论，分课上讨论和课后讨论：课上讨论主要是针对教师

提出问题分组现场讨论并且选出代表进行分享；课后讨论主要
使用班级微信群和学校在线网络教学平台，讨论内容可以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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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重点及难点，也可以是跟本课程相关的事件。尽量营造一个
相对轻松的讨论环境，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发言。除设置
讨论环节外，要求学生进行课前五分钟知识分享，分享内容围
绕课程自主确定，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2.3  考核方式改革
为了可以客观并且真实地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课程最终

考核成绩由多项内容组成，完全不同于以往以期末考试试卷成
绩为最终成绩主要来源的情况，考核做到了真实、客观。改革
后的考核成绩主要由表 2 所示内容组成。

表 2 课程考核内容及占比

总成绩
（100%）

平时成绩
（50%）

出勤（30%）

课上表现（30%）

实习表现（40%）

期末成绩
（50%）

基本概念（30%）

简单计算（20%）

识图（30%）

综合分析（20%）

2.4  课程思政
民族预科生日常生活交流以蒙古语为主，交流、学习和生

活的方式也与老师和其他汉族学生有所不同。在教学过程中，
要注重课程思政内容的引入，多介绍专业相关优秀人物、优良
品格，尤其是要注重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学生中引起共鸣。
关心学生学习和生活，师生关系融洽，经常进行思政教育，真
正做到润物无声。

3、效果评价

3.1  不及格率大幅降低
本课程实施课程改革后，课程考试不及格率大幅降低，由

原来超过班级半数学生课程不及格变为不及格率在 10% 左右，
大大降低了民族预科生受学业警告的比例。

3.2  学生学习认真、获得感强
课程加大了识图内容学时的同时，又增加了实习环节。实

习过程中，100% 实现指导教师均具有工程背景，100% 实现
指导教师均持有国家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学生对照实物认
图纸，学习积极性高，学习认真，主动提问，学习效果好，学
生获得感强。图 1 为学生实习环节照片。

   

图 1 实习中对照实物研究图纸

3.3  就业率及就业专业相关度大幅提高
对比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 2014 级民族预科生和 2015

级民族预科生就业率及就业专业相关度，实施课程教学改革的
2015 级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大幅提高，就业
去向主要为从事道路与桥梁施工的国有企业，就业专业相关度
也有大幅提高。具体数据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届学生就业率及就业专业相关度对比

就业率 就业专业相
关度 详细情况

2014 级民族
预科班 59% 43%

共 37 人，其中 15 人为本专
业就业，不相关专业就业 6

人，未就业 9 人，保研 1 人。
（其中未取得学位证书的结

业人数为 6 人）

2015 级民族
预科班 78% 70%

共 27 人，其中 19 人为本专
业就业，不相关专业就业 1

人，未就业 6 人，保研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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