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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科为载体的混凝土结构课程改革与实践

刘阳冰　陈　峰　王　爽

南阳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南阳　473004

摘　要：学科竞赛可以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提升动手能力，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有效载体。将学科竞赛纳入课程改革，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学科竞赛，不仅能够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也可以强化教学实践，

促进土木工程专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本文以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为例，分析了课程教学、学生学情和学

科竞赛现状，针对存在的问题，以学科竞赛为载体，探究了将学科竞赛方法用于课程改革的有效途径并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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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为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方向必修

课，课程主要内容为常见混凝土结构体系的设计计算方法。

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在土木工程人才培养中占据重要的地

位，学生在校期间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生产实习和顶岗

实训都与其息息相关，毕业后走出校门大多也从事与混凝土

结构相关的。

近几年，在新工科转型发展和专业认证的契机下，我

校土木工程专业以国家标准为底线，着力打造专业特色，坚

持德育优先和成果导向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

订和完善。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已

经不能满足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本文以混凝土结构设计

课程为例，分析课程现状，探讨以学科竞赛为载体，更新和

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方法，改革考核体系的教学模式，

探究适合我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混凝土结构课程教学体系。

一、课程现状

混凝土结构设计是一门专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部分主要介绍混凝土结构

设计一般原则和方法、梁板结构、单层工业厂房和多层框架

结构设计；实践部分为楼盖和单层工业厂房课程设计。由于

学时的压缩，该课程的理论学时已有原来的 48 学时压缩为

32 学时，楼盖课程设计也由原来的两周压缩为一周。课时

虽然压缩，课程内容没有减少，需要探求如何在有限的学时

内，充分利用课前、课中、课后以及课程网络教学资源，提

高教学质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真正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后续毕业设计和就业做好准备。

1. 教学现状

由于学时压缩和学生主观能动性差，理论课的课堂教

学基本是填鸭式教学，教师在讲堂上滔滔不绝，学生在课桌

前昏昏欲睡。教师和学生的有效互动有限，教师虽付出了

100 分的努力，但是学生收获可能 50 分不到。因此，如何

改革教学设计，改善教学方法，使课程教学变得生动、有趣、

有挑战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学生学情现状

课程的开设对象为土木工程专业大三学生，学生已具

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正处于对专业实际应用的渴求阶

段。对于每门专业课，学生都急切想知道通过该课程学习，

如何将其应用到工程实际。但枯燥的理论、复杂的计算方法

和繁琐的构造让学生慢慢丧失了学习兴趣，再加上手机文化

的强烈冲击，一部分学生抵挡不住诱惑，变成了低头族。因

此，各大院校纷纷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学生上课看手机。但

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要想彻底改善这种状况，需要

从课程改革这个根抓起。

3. 学科竞赛现状

土木工程专业专业类学科竞赛主要有混凝土材料设计

大赛、“高教杯”大学生先进制图技术与技能大赛，周培

元大学生力学竞赛、结构模型设计大赛、BIM 毕业设计大赛

等。目前，学生对参与学科竞赛抱有极大的热情，参赛学生

不仅可以获得学校的相应配套奖励，更能通过比赛增强专业

素养，提升实践能力，为今后的就业和继续深造打下坚实的

基础。但如果仅限于这些省级和国家级的竞赛，学生的受众

面相对比较窄，最终能参加竞赛的学生占专业总学生数的比

例非常少；另外，为了短时间内取得优异的成绩，指导教师

在指导过程中也会偏向与竞赛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与指导，与日常教学活动存在脱节，因此，如果仅仅依靠这

些竞赛活动并不能很好做到教育资源的共享，也难以提升学

生整体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如何依托这些比赛，将学

科竞赛的方法用于课程教学改革，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工匠精

神，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是课程改革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以学科竞赛为载体的课程改革和实践

学科竞赛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吸

引学生致力于创新研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提升动手

能力，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 [1-3]。将

学科竞赛纳入课程改革，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学科竞赛，不仅

能够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而且可以强化教学实践，促进

土木工程专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以下结合

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特点，以学科竞赛为载体，对课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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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教学内容项目化

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具有内

容多、概念多、公式多、符号多、构造条文多的特点，不利

于学习掌握，而且该课程与先修的房屋建筑学和力学类课

程，后续的施工类课程、设计类科恒、毕业设计等联系紧密。

另外，教学内容设置上各门课程相对比较独立，虽然与先修

课程有联系，总体上还是各自为政，各课程只关注自己要求

的知识点，缺乏系统性，学生难以建立完整的、系统的专业

知识体系。为了完善以往教学内容，以便更好得帮助学生建

立混凝土结构设计的知识体系，并将学科竞赛与部分实践教

学融合，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内容模式，以项目实训来划分

教学内容。将整个教学内容划分为几个大项目，每个大项目

里面有设置若干分任务，老师带领学生冲关做任务，最后完

成项目，取得胜利。

2. 以学科竞赛方法为载体，翻转课堂

课程内容以项目任务为驱动，将教学分为课前预习、

课中学习和课后复习三个阶段。课前预习通过超星学习通的

网络课程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包括每个项目需要完成的任

务，每个任务需要的知识内容、课中讨论所需要准备的材料

以及课堂小讲师录制的课程知识点视频等。学生根据任务的

不同，进行课前准备。课中，针对每个项目中的不同任务，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对于易于理解的构造和概念性任务，

采用完全翻转课堂，教师在课前先观看学生录制的课程知识

点视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学生充当小教师，给同学们讲解，

教师进行点评、完善知识点并强化重点。对于难以理解的设

计方法等任务，教师进一步分解成更小的子任务，课前学生

通过预习进行初步学习，课中教师讲解完每一个子任务的知

识点，利用雨课堂给出相应的测试题，时时掌握同学学习

效果，根据反馈结果，及时加强薄弱知识点。课后，学生一

方面通过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的课程视频、作业对所学知识点

进行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在课程资料库发布相应的实际工

程案例、设计规范以及设计类工程实践作业等，即可以培养

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又能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知识

面。另外，课后作业的形式不仅限于习题书面作业，可以采

用视频、模型、设计图纸等形式，多方面培养学生的实际动

手操作能力。

3. 将学科竞赛纳入课程考核，丰富考核评价方法

除了在教学课程中采用学科竞赛方法，活跃课堂气氛，

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将其中

每一个环节的表现量化计入平时学习成绩，占平时成绩的

70%。另外，为了解决参加现有省赛和国赛的局限性，我院

以这些学科竞赛为载体，每年举办院级或校级图学大赛、力

学竞赛和结构模型设计大赛，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需要全员

参与图学大赛、力学竞赛和结构模型设计大赛，不仅进一步

加强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最重要

的使学生养成工程思维建立工程结构的整体概念。这项学科

竞赛成绩占平时成绩的 30%。平时成绩采用全过程的考核

方法，既有平时课堂教学学生表现的全过程量化，又有学生

实践能力进一步提升参与学科竞赛的量化。

三、课程改革成效

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热情有显

著的提高，课程的不及格率大幅度降低。通过各类学科竞赛

的开展，学生的专业素养得到了明显的提升，18 级学生在 4

个月的顶岗实习中得到了单位的一致好评和认可，进一步提

高了毕业生就业率。学生积极参与各类学科竞赛，在 2021

年 BIM 毕业设计大赛中荣获一等奖、2021 年高教杯国赛中

荣获团队二等奖和多项个人全能一等奖、河南省结构模型设

计大赛二等奖等。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混凝土结构教学团队，

开阔了教师的教学视野，丰富了教学内容，提升了教学和科

研水平，立项教改和科研项目多项。混凝土结构系列课程立

项为校级核心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一流课程和省级一流

课程。

四、结束语

社会的高速发展对土木工程专业类人才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来面对可能出现的各类挑战。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战

场，人才培养方案更要与时俱进，并紧跟行业发展的步伐。

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达到毕业要求的基本保证，因此

对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本文以混凝土结构设计课程为例，

提出以学科竞赛为载体，将学科竞赛的方法应用于课程改

革，从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方法三方面对课程进

行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健全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同时也提升了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参考文献：

[1] 曹海 , 方群莉 , 汪婷婷 . 新工科背景下混凝土结构课

程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J]. 黄山学院学报 , 2021, 21(03): 138-

140.

[2] 党蒙 , 张传伟 , 杨芝 . 学科竞赛驱动下的车辆工程专

业教学改革研究 [J]. 汽车教育 , 2020(23): 37-38.

[3] 高萌 . 基于学科竞赛的土木工程材料综合实践能力

培养—以全国大学生混凝土材料设计大赛为例 [J]. 2020(01): 

119-120, 126.

[4] 洪晓江 , 钱波 , 方志聪 . 基于学科竞赛的土木工程无

损检测课程改革与实践 [J]. 2020, 34(04): 112-114.

[5] 赵珈玉 . 以学科竞赛促进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课程

改革路径浅述 [J]. 2021(12): 137-139.

作者简介：刘阳冰，性别：女，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主要从事工程结构抗震和混凝土系列课程教学研究。

基金项目：2020 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项目编号：（NIT2020JY-079，NIT2020JY-0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