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7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引言

近期，我国的众多大小城市，都在忙着基础设施建设，而

房屋工程建筑中，建筑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而高校中的建

筑结构课程是其重要的专业课程，负责为国家培养众多建筑人

才，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建筑结构人才的能力提出更

高的要求，因此高校建筑结构课程面临改革。

1　高校建筑结构课程改革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一些

新技术、新科技被应用于建筑方面，为我国的建筑工程提供更先

进的建筑理念，也对建筑工程人员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

目前我国的众多高校，仍旧沿用老旧的建筑结构课程教材，这些

教材的内容主要是将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和抗震设计等方面的知

识简单地排列整合，已经不适用于我国当前的建筑，而改革后的

建筑结构课程，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涉及到建筑力学、工程材

料以及工程制图等方面，细化到建筑结构的受力体系、构件的受

力性能以及计算方法等，内容广泛，能为学生建立良好的专业综

合素养，拓宽学生的眼界，极大地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从而

为国家培养一批拥有高超的建筑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

2　当前高校建筑结构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材内容更新慢，知识缺乏实用性

建筑结构课程培养的人才以实用型为主，因此建筑结构的教

材内容应该涵盖理论以及实用性知识，而非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以

及众多的公式推导和一些建筑构件的设计理论。但是目前的高校当

中，建筑结构课程教材更新速度较慢，众多高校仍旧使用旧版教

材，该教材的内容只有抽象枯燥的理论，涉及的实用性知识相对较

少，对学生的创新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计算能力等方面，无法

产生有效的效果，所培养的“人才”已经逐渐落后于社会潮流，学

生的个人能力得不到有效地提升，使其个人竞争力低下。

2.2考试形式为考查，不够重视

目前，我国建筑结构课程在建筑专业中是非常重要的课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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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高校学生学习建筑理论的基础性学科，为学生构建良好

且充足的知识架构，为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提供重要的理论支

持，但是现阶段的高校建筑结构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慢，内容陈

旧，并且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的学习效果较差，大部分学生

的学习成绩较差，甚至达不到及格线，为此众多高校将建筑结

构的考试改为考查的方式，不重视其考查力度，致使学生对该

科目产生不重视的心理，学生的学习成绩得不到好转。

2.3教学模式较为单一，难以引起学生兴致

随着我国新课改的推广，高校的教育模式也在发生着巨大改

变，但是建筑结构课程却仍旧奉行传统的教学方式，即以教师为

中心，死板枯燥的教授理论知识，大量抽象的公式推导依靠教师

讲解，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课堂上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较少，课堂气氛沉闷，一些基础能力薄弱的学

生跟不上教学节奏，如此反复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建筑结构课

堂效率低下，学生与教师的思维不在一个维度上，甚至出现教师

自言自语地讲课，学生自顾自地玩手机的现象，如此单一的教学

模式，学生自然无法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

2.4评价方式单一，不足以实现对学生的全面评价

通常情况下，高校建筑结构教师对学生的考察主要有两种，

一是期末考试，二是日常笔试试题。而期末考试的考查形式多以

学生学期内的表现为主，进行相关的评价，出具综合成绩；笔试

试题则是纸质试卷试题，但是其考试内容多以常规的选择题、判

断题以及简单的计算题为主，无法针对学生的创新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有效的评价，学生依靠死记硬背就能

取得较好的成绩，自然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高校建筑结构课程教学改革的策略

3.1 结合实际，及时进行课本教材的更新

目前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一些全新的建

筑理念的技术都被应用于实际操作当中，传统的建筑结构教材自

然是跟不上发展的潮流，因此及时地对教材进行更新是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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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教材更新之际，要结合实际，切莫盲目的推旧出新，

否则有可能会造成学生无法接受的局面。高校在校生大多学习能

力较强，对实践具有一定的兴趣，针对这样的情况，高校教育

者应当注重实践应用型教材的选择，增加构件受力原理、受力

介绍和特点、性能分析以及抗震能力等方面的知识内容，减少

理论性的计算、公式推导等内容。此外，识图能力和结构原理

技术等方面是当下建筑行业中的重点，所选教材中应注重这些重

点内容。

3.2 重视课程考查，将其与考试要求一致

高校中对相关科目考察重视程度，对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具有

很大的作用，倘若仍将建筑结构课程作为考查科目，不重视考

试，只会进一步的降低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无法有效地培养学

生的专业技能，对其以后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因此，重视建

筑结构课程的考察，将其与考试的要求一致，如此学生便会产

生学习的积极性，建筑结构科目成绩得以提升，其专业技能获

得提高，学生竞争力的提高得以实现。学生专业技能的提高，

在日后的工作当中，能够有效地杜绝建筑物出现质量问题，从

而保证人们的财产生命安全。

3.3 多元化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致

建筑结构本身就是一门较为抽象的课程，影响学生在课上的

学习兴趣，倘若仍按照以往的教学模式教学，只会进一步降低

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高校课堂上常见的玩手机、睡觉等问题

出现。因此教师应该改变教学模式，转变思路，利用教室中的

信息技术设备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加强与学生之间进行互

动，例如一些识图课程的讲解，教师应该利用投影仪进行展

示，并将自己的理解与学生分享，再适当引导学生展开思路进

行个人理解分析，以这样的方法进行教学，能够很好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致。此外，教师还应该善于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模

式，针对每堂课的相关内容，制定与之对应的教学方法，如情

境教学、问题教学以及讨论法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致。

3.4 多角度进行学习评价，促使学生学习模式创新

高校的课堂人数通常是较多的，但是学生的基础具有一定的

差距，如此大班额的教育，很多学生无法有效地跟随学习，往

往会出现部分学生学习孤立的状况，这对培养其专业能力是十分

不利的，针对这样的情况，高校建筑结构教师应以实际情况为

准，适当的对班内学生进行分组，每组人数稳定在4-5 人，让

其共同进行相关课程的学习，然后再以小组为单位自行进行评

价，也可组内互相评价，最后由教师进行评价，而小组的成绩

可以作为期末考试中的一部分，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能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4　开展课程改革的角度

4.1深化教学目标

建筑结构是建筑工程中基础的学科，其最终的教学目标就是

培养一批高端的技术型人才，从而为建筑行业提供人才支持，

但是何为高端的技术人才，众多高校对它的了解并不深入，倘

若能够深化教学目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建筑结构

人才需要有完备的技术技能，包括识图能力、掌握工艺流程能

力、结构计算能力以及丰富的理论知识，不过如今的社会，对

建筑工程人才的要求显著提高。当下的建筑结构教学目标已经不

再局限于专业技术的培养上，还应将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等方面纳入其中。以此作为教学目标所培养出的建筑人才可以更

加具有出色的核心竞争力。

4.2优化教学内容

目前，我国建筑工程的教材仍存在知识面窄的问题，教学

内容也存在众多问题，其与工程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相偏离，针

对于此高校应该重视教学内容的优化。首先，对课程中的重点

进行强化，而对难点应适当进行弱化，这样一来学生能够更好

地掌握课程中的重点内容，而难点内容的弱化，让学生的学习

过程相对轻松，有利于激发其学习兴趣；其次是增加学生的识

图能力，目前基本上所有的建筑工程都依靠图纸进行，建筑结

构图纸是非常复杂的，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若无法有效地进

行识图，就难以进行有效的工程施工指导；再者是强调学生对

结构构造要求的掌握和理解，现实当中的建筑结构构造十分复

杂，涉及到众多方面，如变形、位移、应力、裂缝、应变

等，学生如果无法有效地对这些内容进行理解和掌握，就难以

指导建筑物的顺利施工；最后是注重实践，理论性的知识永远

是存在于书本上的内容，若不进行有效的实践，就难以将课本

内容变现，学生只能固化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因此注重

实践非常关键，而建筑结构的实践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注重与

现实结合就可以，例如学生在学习过后可以对教室内房屋构造进

行研究等。

4.3改革教学方法

建筑结构课程的特性决定学生枯燥的学习方法，但是高校教

师若能深入地改革教学方法，就可以改变以往课堂效率低下的问

题，例如启发式教学法，以问题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

生探索的欲望，然后再联系其他的相关课程，为学生进一步设

立问题或矛盾，引导学生更加深入地去听讲以及探究，而且还

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有助于学生更容易的去理解相关内容，

比如生活中的一些建筑实例，最好是学校周边的建筑物，对学

生的知识学习具有很好地帮助。此外教师还应注重利用多媒体设

备，这些设备能够直观地显示视频、图片、模型等，能够为

学生建立良好的建筑工程结构模型。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结构是高校建筑系中重要的基础性学科，

也是现实中建筑工程中不可或缺的行业，对建筑工程的意义重大，

但是现阶段高校中的建筑结构课程仍存在众多问题，通过本文的分

析，得出建筑结构课程改革的相关策略，对开展课程改革的角度也

作出阐述，相信能够为众多高校教师提供一些建议。

参考文献：

[1]刘维.面向建筑类学生的建筑结构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

教育观察,2021,(41):1-4.

[2]陈伟,刘蜜,陈曹阳.建筑学专业建筑结构课程教学方式改

革探讨[J].科技视界,2021,(06):98-100.

[3]杨帆,潘鹏,曾一.大类培养下建筑结构课程设计改革的思

考[J].科教文汇(中旬刊),2020,(06):79-80.

[4]邓羿.高校建筑结构课程教学改革与优化[J].建材与装饰,

2018,(09):160-161.

作者简介：

李广洲（1989.02.04—），男，汉族，河南省驻马店市，

讲师/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结构隔减震、装配式

建筑结构技术。

郭军林（1988.12.24—），男，汉族，讲师，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村镇建筑抗震防灾、装配式建筑结构技术。

王颖（1989.11.07—），女，汉族，河南许昌市，讲师，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村镇建筑抗震防灾、装配式建筑结构

技术。


	教育教学--7期_57.pdf
	教育教学--7期_5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