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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土木工程专业《结构抗震设计》该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本文针对该课程的教学发展现状以及课程特点，

根据个人以往的教学经验以及各授课教师对这门课程的授课方式方法的研究，提出在该门课程课堂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与不足并且对应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法，制定合理的改进方案。从而推进《结构抗震设计》该门课程的教学发展，提高该门

课程的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希望各高校授课老师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不断去完善教学体系，

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结构抗震设计；教学方法；措施

中国处于地震灾害爆发频繁的国家，那么减轻地震灾害带
来的危害、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显得尤为重要，这对保障社会经
济发展、人民财产和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建筑结构抗
震减震是减轻地震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结构抗震设计》这
门课程是土木工程学科的专业课程之一，该课程对培养抗震意
识、理解抗震理念、掌握抗震设计的专门人才有重要作用，目
前很多高校对于这门课程的学习的要求都是必修的 [1]。

对于土木工程专业来说，建筑结构抗震设计专业课是非
常重要的学科。在该课程中，涉及到地质学、结构动力学、
工程结构等多个知识领域，而且随着我国抗震经验的不断积
累、抗震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该门课程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进一步加大了教学难度。为了适应该课程教学的发展，就需
要全体专业课教师对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进行
探索与研究，确保教学成果符合国家对建设结构抗震设计的
相关要求。

笔者在讲授这门课程中，根据该专业学生思维方式和学习
情况以及学生对抗震这门课程的兴趣程度，整理并总结了该课
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进一步提高该课教学质量和课堂效果，使得学生能够全面地掌
握抗震以及涉及的相关知识。

1、建筑抗震设计课程教学现状

《结构抗震设计》该门课程是土木工程学科中众多专业课
中非常重要的一门专业课，该学科专业的学生去学好这门课程
将会受益匪浅，但是当前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学习现状却不是令
人很满意。目前在本科教学中，该课程课时约在 40 学时左右，
课时相对较少，而该课程涉及到的内容又较多，这就对授课老
师的要求非常高了。在土木工程学科专业四年制的本科教学中，
《结构抗震设计》课程一般被安排在了第六或第七学期开展，
时间相对较晚一些，而这一时期是学生忙于研究生考试复习和
找工作阶段，难免一部分学生身在课堂但心在别处，课堂上往
往心不在焉，学生学习该课程积极性不高。

《结构抗震设计》该门课程教材的内容包含了大量有关中
国抗震设计的条文规范、公式以及表格，该门课程涉及到的内
容比较乏味、枯燥且缺少规律性。此外，由于《结构抗震设计》
课程与其他专业课程的相关性较强相关内容都紧密的联系在一
起，导致课堂内容较多，知识繁琐，学生对此也感到乏味、枯燥、
没有激情，导致学生对该门课程的兴趣也不是很高，从而降低
了课堂质量，影响课程教学效果。

2、课程特点

《结构抗震设计》该门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综合性，
复杂性，相关性较强的学科，在土木工程专业中是非常重要的

学科之一，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2]。
1）《结构抗震设计》课程涉及到的相关公式、条文规范众多，

大多有关内容也比较抽象。教材中也引用了许多条文规范，由
于该专业的学生对相关规范的查找、阅读还不是很熟悉，且查
找过程也很繁琐，而在教材中有些条文规范的抄录也并不是很
完整，因此学生有时候也不知所措，感觉很茫然。

2）《结构抗震设计》该门课程包含的知识层面相对其他
专业课程有些许的广泛，与其他相关的土木专业课紧密的联系
在一起，且该门课程要求学生对该学科以及其他专业课的理论
基础知识有较高的要求。这门课程主要安排在大三下半学期，
学习该门课程必须对其他专业课程有相对的基础知识，对理论
知识的综合运用要求较高。

3）《结构抗震设计》该门课程在实验和实践环节有许多
的不足之处，缺乏实际操作环节，学生动手环节基本没有。该
课程的学习在学生的毕业设计开始之前，因此普通高校应该组
织专业学生进行具体的实践环节，比如去大型施工现场目睹抗
震结构的施工过程等。

总体来讲，《结构抗震设计》该门课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理论难度系数较大、知识面较广泛、综合性较强、实践教学相
对较少。

3、目前教学存在问题

1）该课程涉及内容较多，但高校一般安排的学时较少。
对于抽象、难懂的抗震设计理论知识，授课教师大多还是以传
统的教学方法去讲授知识，课程内容乏味、枯燥、没有活力，
课堂气氛沉闷，在课堂上授课老师只是一味的讲授理论知识，
学生肯定感觉枯燥、乏味，从而缺少学习积极性，久而久之就
会对这门课程渐渐的失去学习兴趣，达不到该有的教学质量，
教学效果不是很好。

2）该课程涉及土木工程专业其他专业基础课程较多，并
且与各专业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对于该专业学生来说，大部
分学生对于所学专业基础知识掌握不扎实，理解程度也不是很
好，对于土木工程这一学科没有系统的认识，缺乏对整个土木
专业知识的系统性梳理，由于涉及专业课较多，学生基本上都
来不及消化这么多基础知识，达不到预期的一个教学效果，有
的学生在结构抗震设计这门课程开课前就已经失去了兴趣，内
心烦躁，这就对于授课老师的教学方式方法非常重要了。怎样
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尤其是第一节课的讲述，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学生简单的去了解和认识这门课程最关键的一步。

3）该课程缺乏实践环节，在安全措施和经济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前往施工现场，让学生观看有关抗
震结构的施工过程，见识建筑结构是怎样做防震措施的。

4）学生对该门课程认识的渠道比较少，不感兴趣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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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去寻找有关渠道去了解学习，只局限于课堂授课老师的
PPT 内容，以及教材知识，对抗震设计不能够全面的认识。

5）缺乏结构抗震设计相关大赛活动，比如开展结构抗震
设计大赛，也可以开展结构抗震讲课比赛老师和学生共同参
加，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增加学生的积极性和学生对结构抗震
的了解。

6）目前学生现状。普通本科高校学生部分学生选择考研，
部分学生忙于找工作、不能静下心来学习；该课程讲授主要以
课堂教学为主，缺少相关的时间练习，学生在实际工作中不知
如何应用，对课程的重要性也不是很了解，当然对该门课程也
就没有多大的兴趣。

4、改进措施

根据《结构抗震设计》课程特点以及存在的教学和学生课
堂上出现的问题，授课教师应该思索怎样将枯燥、乏味的课程
内容简单化，将复杂的理论知识简单化，能够让学生更容易接
受课堂教学内容，对理论内容能够容易的理解。 

首先绪论课是土木工程结构抗震的开篇，作为授课教师来
说应该高度重视绪论课的讲学。因为在绪论课这一环节是学生
去了解土木工程结构抗震这门课的重要窗口。通过绪论课的讲
解，必须要让该专业的学生对该门课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要
让学生清楚的知道学习这门课的目的以及学习该门课程的重要
性，该门课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来讲有什么的作用，使学生深
切地感受到该门课的重要性。

在讲授该门课程中，目前很多高校授课老师采用多媒体与
板书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授课讲学，以此来提高课堂效果和教
学质量。该课程中，一些内容适合采用多媒体教学，比如地震
灾害 ( 主要包括地表破坏、建筑结构破坏、次生灾害、人员伤
亡等 )，而且采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更直观地把灾害显示给学生，
学生可以从地震灾害图片或者视频中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有关
地震造成的破坏，更加的明白地震的危害性。当然，并不是任
何问题都适合采用多媒体教学。土木工程抗震课中有些内容适
合采用板书教学，比如给学生讲解振型分解反应谱法和底部剪
力法算例等理论计算内容时，采用板书教学更合适些。这样教
学可以给学生留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去琢磨和消化，让学生

更容易掌握理论计算的要点，知道怎样去计算抗震设计中所涉
及到的计算问题。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对于地震的了解渠道较为单一，
目前学生对地震的认识主要通过教材和教学 PPT，现如今，教
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们全方位的掌握抗震知识 [3]。
利用网络资源对抗震的相关阐述，可以让学生能够全面的了解
地震、认识结构在地震下是怎样破坏的，结构是怎样去抗震的，
让学生可以带着疑问进入课堂，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提高
教学质量。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们必然会对地震过程、
认识结构及其破坏力产生更深层次的了解，同时激发出学生的
学习兴趣，从而更加认真的学好抗震知识。

课后老师可以举办有关结构抗震的比赛，丰富学生的课后
生活，同时也可以使学生更进一步的了解结构抗震，更加全面
的认识抗震。各高校也可以联合举办有关结构抗震的比赛。

在学校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或者各高校可以联合起来做一做
抗震的振动台模拟实验，同时组织学生参加实体建模，让学生
实际动手操作，这样更容易让学生了解抗震的过程。亲眼观看
建筑模拟模型的破坏形态以及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

5、结束语

土木工程《结构抗震设计》这门课程设置的课时少、内容
多且繁琐，与其他专业课有较强的联系。本文作者通过对该课
程在教学的方式方法、教学内容，改进措施等方面进行改革与
实践，在一定的课堂教学基础上提高了该门课程的课堂教学效
果和教学质量。当然，该门课程的改革还需不断地进行，授课
方式还需要不断地优化与进步。期待本专业课老师有更好的教
学模式、教学方法，也希望该门课程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好，教
学体系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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