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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土木工程类专业“力学与结构”课程中 

高本一体化相衔接探讨 
◆朱志刚 1  赵琼梅 1  古娟妮 2 

（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510440；2 广东城市建设技师学院  广东广州  510650） 

 
摘要：课程衔接是中高本衔接的基础和核心，文章针对土木工程类专业
中高本相衔接《力学与结构》的培养中出现的课程培养定位不清楚、学

生基础差异较大等一些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有针对性的提出

了提出了与中高本《力学与结构》课程教学层进、系统式衔接相适应的
解决方法，为今后相关课程或专业中高、高职与本科衔接体系的研究提

供参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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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
划（2014-2020 年）》，指出“教育要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办好中
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教育
在办好现有专科层次高等职业（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培养本科
层次职业人才”，紧随一系列推动政策，本科、高职都逐步开始
相应的高职、中职生招生，但是在培养过程中发现这类学生的思
维特征、专业背景等方面与针对统招生制定的课程教学体系有较
大的不适应性，这点在土木工程类专业《力学与结构》课程教学
时特别明显，如有些知识点重复性大、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学生没
有积极性等，因此为了促进《力学与结构》在土木工程类专业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现就中高本相衔接《力学与结构》培养过程中
出现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以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体系提供参考。 

一、课程衔接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三方对各自培养目标定位不清 
中职主要面向施工一线的技能培养，学生只要求了解简单的

静定结构，钢筋配置计算也仅限于正压直柱和单跨梁，对该课程
要求是认知层面；高职学生定位在施工一线的应用管理，具备一
定的计算分析能力，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工程中的力学基本概念和
基本方法，初步具备结构设计及应静定结构及连续梁板；而本科
的学生要求具备一定的分析计算能力，结构的难度要求达到高层
较复杂的结构。 

2.教学内容衔接有待加强  
传统的力学结构能力培养就是练习、解各样的习题，甚至出

现很多实际工程中绝对不可能出现的结构，用来进行训练，这对
于本科或以上学生的教学是适合的，但是对于中职、高职、应用
型本科的土木工程类学生来说，这种方法并不实用，教学效果不
高。力学与结构能力模块中很多概念的建立是需要演示、实验、
分析、归纳来进行训练的，更多的注重定性的分析判断，并要求
学生进行设计计算。这一模块的教学深受学习为了考试的教育思
想与习惯影响，不注重能力培养。 

3.衔接过程中发现中职学生与高职学生数理差异非常大 
力学结构核心能力模块的基础是数学与物理，学生在中职阶

段数学基础薄弱，数学开设课时不到一般高中数学课时的三分之
一理论基础差，自主学习能力差，动手技能相对强；而高职学生
虽然有三年高中数学的学习，但是相对不够扎实，微积分及统计
学都需要再夯实，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与组织中要充分考虑这种学
情特点。 

二、达成课程良好衔接方式探讨 
1.中高本《力学与结构》衔接教学中应各自明确教学培养目

标 
中高本土木工程类专业学生的不同的培养目标决定了《力学

与结构》教学内容有较大差异，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重点在
于明确课程对各自人才培养的教学要求，从而达到明确教学任
务，确定教学计划，达到中高本逐步扩大广度和深度的进阶要求。  

2.中高本两两衔接，重在学生对知识的递进掌握 
基于中高本不同的教学目标，高职《力学与结构》教学内容

进行如下设置:首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中职生已学的如基本的
受力分析、构件拉压等概念性内容，可不再重复讲述，强化对本
科结构设计技术要求的衔接；其次，考虑到学生针对中职学生思
维活跃、对理论知识兴趣不大的情况，适当增加如钢筋检测、建
筑模型力学分析等实训，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再次，
针对如结构的力学位移法、楼盖课程设计等，对中职增加初步概
念，强化高职的学习要求，进行补充强化学习；高职针对本科的
影响线等章节，进行一定进行说明；上述工作既扩大和深化课程
内容，也增加了课程的实用性；真正整合了中高本课程、实现该
课程内容的连续性、有效解决该课程中高本衔接中内容重复及断
层的问题。 

3.建立数理知识与《力学与结构》在教学过程中相衔接的模
式 

针对中职学生数学基础薄弱的问题，解决中高本《力学与结
构》教学过程中出现学生不会计算惯性矩、强度以及不明白三角
函数、求导、积分等方法就是建立数学知识（尤其是积分、微积
分等数学知识）与《力学与结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相衔接的教
学模式，多强化学生已学的与课程相关的数理知识，根据力学感
性了解、理性分析最后到定量定性表述的教学步骤，在这过程中
需要中职、高职两层次《力学与结构》任课教师多与数学教师进
行交流，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数理知识和专业知识；并且在教学过
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建模意识，并随时应用在解决力学与结
构相关问题的过程中；最后还要在授课过程中尽量建立、优化模
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以上几种方式达到培养学生科
学的思维方法，推动该课程的有序衔接。  

三、结语 
通过对中高本衔接《力学与结构》教学过程中出现的课程培

养定位模糊、教学内容重复、中高本学生数理知识差异较大、教
学方式陈旧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提出了与中高本《力学与结
构》课程教学层进、系统式衔接相适应的解决方法，为今后相关
课程或专业中高本、高职与本科衔接体系的研究提供参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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