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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建筑结构”课程改革的思考与实践

郑 娟，姚 荣，王 欣

( 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基于产教融合背景，就高职“建筑结构”课程定位、学生学情和课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课程

教学改革进行思考与尝试。从教学内容整合、师资力量提升、教学方法和手段灵活选用以及考核与评价方法

改革等方面，探索适应高职“职业能力本位”要求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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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 》中提出: 创新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

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

平，全面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1］。2014 年

6 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提出产教融合、特色办学的原则，指出要同步

规划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推进人力资源

开发与技术进步，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

级衔接配套。突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强化校企协

同育人［2］。因此，如何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以适应高职教育职业能力本

位的要求，是职业教育工作者应该倾力研究的课题。
笔者基于产教融合背景，就“建筑结构”课程的教学

改革进行思考与实践。
一、产教融合背景下“建筑结构”课程存在的问

题

产教融合即教育与产业的融合，是职业院校为

了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而与企业开展的紧密合

作。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端技术技能型人

才，这就要求人才培养环境、培养方式、培养内容、培
养结果与产业要保持高度一致，人才培养过程中要

能尽可能多地融入产业元素。而“建筑结构”课程

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一门必修课。该课程的学习依

赖于建筑力学、建筑材料、建筑制图等课程所学的知

识，同时，也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及以后的工作打

下基础。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建

筑生产一线的技术、管理工作，就业岗位主要有施工

员、试验员、质量员、资料员、安全员、材料员等，这些

岗位都需要从业人员掌握一定的建筑结构基本知

识。产教融合背景下，存在某些专业课程的产教融

合深度和力度不够等问题。
从生源来看，高职院校土建类专业学生生源基

本是文理兼收。从学习能力来看，大部分学生高考

录取成绩都不太理想，实际操作能力尚可，理论分析

能力一般; 从学习方法来看，学生能够认识到学习的

重要性，但是学习缺乏积极主动性，大部分同学仅满

足于课上的听，课前从不预习，课后也很少复习; 从

学习效果来看，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高职传统的“建筑结构”课程其实是将本科院

校里相关课程内容照搬过来。笔者在多年的教学积

累过程中，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 1) 课程内容较

多，理论性较强，结构数值设计部分比重偏大，不适

于高职院校“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指导

思想; ( 2) 师资力量单一，全部教学任务都由校内专

任教师完成，且专任教师参与企业生产实践的力度

不够; ( 3) 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单一，仅依靠一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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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台电脑满足不了新形势

下的教学要求; ( 4) 考核与评价方法缺乏有效性，学

生考前临时突击现象比较严重，考分和能力不能对

等。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寻求有效的方法进行改

革，以适应高职教育“职业能力本位”的要求。
二、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尝试

( 一) 教学内容的整合

“建筑结构”课程是由混凝土结构、预应力混凝

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结构等内容整合而成。在进行

教学内容整合时，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

位”的教育指导思想。根据企业工作程序化课程教

学内容，根据职业典型工作任务划分实训项目，紧扣

专业培养目标，紧密面向施工岗位，以职业任务和行

动为导向，构建学习领域，培养学生岗位适应能力。
在修订教学计划和编制课程标准时，与结构施

工图识读结合起来，将课程教学内容整合为四大模

块: ( 1) 结构基础知识。包括建筑材料基本性能、建
筑结构设计基本方法、结构抗震基本知识; ( 2) 结构

构件的设计。包括弯、剪、压( 拉) 、扭等构件的受力

特点、设计方法及构造要求; ( 3) 常用多高层建筑结

构体系。包括混凝土结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钢结

构、砌体结构等结构体系的介绍; ( 4) 平法施工图识

读、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制图规则和构造要求。
包括基础、梁、板、柱、剪力墙、楼梯等构件的平法施

工图识读，该部分内容可和结构构件的设计穿插融

合起来学习，在学习梁、板、柱等结构构件时通过识

读结构施工图进行任务驱动，将绘图和识图对应起

来。
教学内容的重心由结构构件的数值设计转移到

结构概念的了解、结构构造的熟悉及结构施工图的

识读。通过引入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和规范，强

化学生识图能力及应用图集和规范的能力。加强实

际工程中常用结构构件的构造、规范要求等内容的

学习。充分体现了“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
的教育指导思想。

( 二) 师资力量的提升

本课程理论部分由校内专任教师主导，实践环

节由企业师资主导。校企专兼职教师分工合作，发

挥各自优势与特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1． 校内专任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

高职教师的专业能力主要包括教学能力、实践

能力、科研能力和沟通能力。课程教学团队每一位

教师积极参加企业生产实践，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

能力，努力成为“掌握理论知识，能胜任理论教学; 提

高动手能力，能指导学生实训和参加实践; 参与企业

相关研发工作，能帮助企业克服技术难题，开展应用

研究”的“三能”教师［3］。
2． 企业师资教学能力的提升

本课程部分实践教学工作由建筑相关企业工程

技术人员承担。这些技术人员业务能力过硬，熟悉

生产一线的最新行业动态，但是教学能力有待提高。
教学能力是兼职教师胜任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兼

职教师必须具备准备教学内容、开展教学活动、完成

教学任务等教学过程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和素养［4］。
可以通过兼职教师专门的上岗培训来提升企业兼职

教师的教学能力。
( 三)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灵活运用

教学方法与手段是实现课程教学目标的重要保

证，它与教学效果的好坏有直接的联系。建筑结构

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抽象性与复杂性兼具的课

程。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和启发学生思

考，充分挖掘学生学习潜能，才能提高教学效果，保

证人才培养质量。
1． 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手段

充分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利用实物模型、图
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视频、动画来增强教学内容的

趣味性、直观性; 建设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全部上网，

包括课堂教学课件、课后练习、模拟试卷、疑问解答、
作业批改等模块; 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进行现场教

学，将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紧密结合; 组织形式多样

的结构知识竞赛，比如结构模型制作大赛、结构施工

图识图大赛、建筑 CAD 绘图大赛等，通过比赛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
2． 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综合采用教师讲授法、师
生讨论法、模型展示法、任务驱动法、案例教学法、对
比教学法、仿真训练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以钢筋混

凝土受弯构件这一教学任务为例来阐述产教融合背

景下教学方法的选用。
第一步，通过校园内的教学楼、图书馆等各种建

筑( 图 1) 对梁进行直观认识。认识梁的截面形状、
所用材料、承受的荷载以及梁端约束情况。

第二步，通过梁的构造模型 ( 图 2 ) 和三维可视

化仿真教学实训软件以及施工现场梁的施工案例图

片( 图 3) ，结合 11G101 系列国家标准设计图集和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对梁的截面形式、截面尺寸、钢筋

配置的种类、作用及具体构造要求进行详细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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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校园内的各种建筑

图 2 梁的构造模型

图 3 梁的施工

第三步，了解受弯构件的破坏形态，根据正截面

和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进行纵向受力钢筋和箍筋

的配筋计算，会选配钢筋。
第四步，结合实际工程的结构施工图进行梁的

施工图( 图 4) 识图训练，按照构造要求，分组完成梁

的钢筋下料和钢筋绑扎( 图 5) ，重点考查学生对纵

向受力钢筋、架立钢筋、通长钢筋、箍筋、纵向构造钢

筋、拉结筋等构造要求的理解和掌握。

图 4 梁的平法施工图

图 5 梁的钢筋绑扎

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应用，将所学内容和

工作过程紧密结合，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梁的截面形

状及尺寸要求、梁的钢筋配置情况及构造要求、梁的

纵向受力钢筋及箍筋的计算方法等知识，能够识读

梁的平法施工图，能够很好地进行团队协作完成梁

钢筋的绑扎，学习效果良好。
( 四) 考核与评价方法的改革

在教学过程的若干环节中，考核评价环节对整

个教学过程起到导向、检验、诊断、反馈、调节等多种

作用［5］。考核评价环节是督促教学的有效手段。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本课程教学团队不断探索过

程考核目标的建立和实施。过程考核包括考核学生

从本课程中获得的岗位所需要专业知识与职业技

能，诊断学生在每个阶段中学习的情况，帮助学生改

进和调整学习方法，还考核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情感与态度以及能力与素质，使学生关注

自己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效果，帮助学生认

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鼓励学生自觉主动地提高自

身素质，有效地促进学生主动、健康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通过校企合作，将教学内容

与工作内容对接、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自

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以来，学生学习热情大大提高，学

习效果明显增强，考核不合格学生逐步减少，在后续

相关课程的学习中学生表现出了比较扎实的理论知

识基本功。但是还要注意以下方面: ( 1 ) 加强学生

规范意识、质量意识的培养，通过典型的工程事例来

教育学生树立规范意识、质量意识，从新生入学开始

就强化常规行为习惯的培养，在课程考核过程中将

学生的行为规范进行量化; ( 2) 了解行业最新动态，

更新教学内容，将建筑产业现代化进程中所采用的

工业化结构体系和相应的施工图制图标准及构造要

求传授给学生; ( 3) 加大仿真实训软件的应用力度，

让学生在虚拟的施工场景中，掌握各种常见的结构

形式、材料性能、施工工艺、构造特点等知识; ( 4 ) 创

设校内建筑结构实训基地，兴办校中厂，让学生参与

生产，取得一定的报酬，激发学生学习的愿望和热

情，激励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 5 ) 让

专业教师参与经营管理，将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相

结合，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业务

素质和教学的质量，促进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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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nd Practice on the Course Ｒeform of“Architectural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ZHENG Juan，YAO Ｒong，WANG Xin
(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this paper gives an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rientation and students’condition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and the traditional on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And it tries to provide some thought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Mean-
while，based on the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it explores the teaching mode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fit for the
requirement of professional ability standard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from the teaching content integration，the
teachers’improvement，the flexible use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and the reform on assessment and evalua-
tion method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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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Ｒeform of
“Switching and Ｒouting Technology”

ZHANG Jing
( Suzhou Polytechnic College，Suzhou 215100，Chin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at colleges by means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a-
cilities has been the core of today’s education． Taking the course Switching and Ｒouting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ituation of course learning． By adopting project-oriented and task-driven teaching approa-
ches，it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teaching．
Key words: information-based technology;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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