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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才培养模式的钢结构课程 

教学改革探讨 

任 志福 

(广JJ1I'1航海高等专科学校 交通建筑系，广东 广州 510330) 

摘要：钢结构课程教学改革与钢结构行业人才培养密切相关，高校必须进一步深化钢结构课程教学改革，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以适应中国钢结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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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国家技术政策的扶持，建筑技术不断进步，建筑用钢量 日益增 

长，钢结构在土木建筑领域的应用 日益广泛，钢结构学科因此而处于不断的发展 

与更新之中。钢结构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使钢结构课程在土木工程专业中 

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对钢结构课程的教学及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钢结构行业发展与人才培养需求 

2005年中国的钢材产量达到37 117万吨，已连续 l0年居世界首位。钢结 

构具有工业化程度高，施工周期短，造型优美，可回收循环利用，综合性能优越等 

诸多优点。随着钢结构经济指标的不断优化，中国钢结构应用政策在建国50多 

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 50年代 “节约用钢”，80年代 “合理用钢”， 

90年代“提倡用钢”，到2000年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会议发出了 

《关于推行钢结构住宅的倡议书》。政府的支持使得钢结构得到了快速发展，推 

广应用面进一步扩大。 

随着钢结构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与行业发展不适应的人才短缺问题，企业急 

需大批钢结构设计和施工的专门人才。目前在国内钢结构作为一个专业研究方 

向仅在研究生层次有所涉及，高职层次人才培养也是近两年来刚刚起步，而本科 

院校还没有从以钢结构设计应用为主的熟悉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领域转到钢结构 

领域。钢结构只是土建类专业的一门课程，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是钢 

结构专业技术人员的严重缺乏，企业求贤若渴，另一方面是相对不景气的就业市 

场，高校应该看到和抓住这个良好的契机，对钢结构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培养出 

具有良好钢结构专业素质、为企业所欢迎的合格人才。 

二、钢结构课程改革与人才培养 

用人单位不仅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求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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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创新能力。教学改革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引导学 

生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化为主动 自觉地学习知识， 

以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为目标。中国高校扩招以后，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 

对学生的培养 目标发生了变化，精英教育开始转向 

大众教育。怎样在“大土木”背景下，在教学总学时 

减少的情况下，学校教育既要为学生打好坚实的基 

础知识，又要为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做好适当的准 

备，已成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说近年来一些高校 

对钢结构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为进一步适应社 

会对人才的需求，高校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充分认识 

到钢结构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实及其光明的发展前 

景。对钢结构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更新、扩充，对教 

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模式进行革新，提升教学效 

果和教学质量，扩展教学规模，培养出掌握扎实的专 

业知识和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人才。 

三、深化钢结构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想法 

(一)转变观念，树立“大土木”教学指导思想 

基于培养学生“厚基础，宽口径”知识结构的培 

养 目标，新的土木工程专业相应的培养方案、培养 目 

标，相应课程的教学大纲已作了调整。但要真正顺 

利地实现培养 目标，教师在各自的教学环节上认真 

贯彻“大土木”专业思想是关键环节。 

钢结构本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主干学科，然 

而由于一些高校在培养学生方面的行业性特点，教 

学模式也存在很强的行业特点，主要表现在教学中 

只根据本行业的设计规范开展，而对其他行业的规 

范不关心或关心不够。教龄较长的教师可能出于已 

经习惯于过去那种行业性很强的教学模式，因此在 

选用教材、教课方式以及对学生的学习要求等方面 

还是沿用以前方式；经验缺乏的教师可能出于担心 

不能驾驭宽知识面的教学模式，而将教学内容限制 

在单一的行业规范以内，也没有更多考虑“大土木” 

的教学要求。教师的教学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兴趣。高校教师必须明 

确现在培养的学生是可能从事土木工程各项工作的 

人才，窄口径的教学方式，对于培养面向整个土木工 

程的学生存在很多弊端。因此 ，高校教师要跳出行 

业壁垒，在教材的选用、钢结构的规范讲解以及实践 

教学等相关环节上更符合土木工程的培养目标。 

(二)加强教材建设，注重精品课程的示范作用 

钢结构的教学内容与教学体系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原有的教材已不能适应钢结构的教学要求。高 

等学校本科土木工程专业钢结构课程已作了相应的 

调整，土木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将原来的钢结 

构课程分为原理与设计两大部分。钢结构原理为土 

木工程专业各专门化方向的专业基础课，钢结构设 

计为土木工程专业建筑工程方向的专业必修课或作 

为其它专门化方向的选修课。钢结构原理主要介绍 

钢结构的材料特性、钢结构的连接、钢结构的基本构 

件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则介绍各种具体的工程 

结构的形式、体系及其设计计算方法，包括单层厂房 

结构、大跨度房屋结构、多层及高层房屋结构等。武 

汉理工大学出版社、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同济大学等 

单位和高校组织编写出版了钢结构教材，并被多所 

高校所采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随着钢结构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钢结构课 

程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其重要性和地位 

在不断地增强，各高校纷纷开展钢结构精品课程的 

建设。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 

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 

的示范性课程。国内一些高校的钢结构精品课程建 

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同济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长安大学等高校的钢结构课程被评为国家或省 

级精品课程。在高校中推广钢结构精品课程的建 

设，对于提高包括高职高专等层次在内的高校钢结 

构整体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加强实践性教学内容 

目前，一般高校钢结构授课时数为 5O一6O个学 

时，个别高校甚至只有 4O学时。这表明高校师生对 

钢结构课程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同时也说明在 

“大土木”的“厚基础，宽 口径”培养 目标要求下，理 

论课学时被普遍压缩了。这就要求高校在有限的课 

时内合理安排教学计划，调整好教学内容。教学计 

划要做到以理论够用为度，以突出实用性为原则，协 

调好理论、习题、实践、课程设计间的关系。要求在 

进行理论课教学时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重点讲清 

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公式，突出重点、难点，删去那 

些繁琐的公式推导和过多的文字叙述。教学计划在 

实施的过程中，要根据学生反馈的情况和教学的需 

要及时进行调整，保证教学计划的科学性、实用性和 

指导性。一般而言，不少高校对钢结构的实习课程 

不重视，仅仅局限于认知实习阶段。实际上现在钢 

结构的形式极其繁多，仅发展最迅速的就有冷弯薄 

壁型钢结构、H型钢轻型框架结构、金属拱形波纹屋 

盖结构、轻型门式刚架体系结构、索膜结构、网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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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以及内容丰富的各种预应力钢结构等。这么丰富 

的内容，仅仅走马观花式地看一看，听老师讲一讲 ， 

根本不可能领会到其精髓。所以应给学生比较充裕 

的时间，提供或联系比较适宜的钢结构项目，使之能 

深人到工程中去，学习和了解工程中的实质性内容。 

(四)处理好钢结构与其他课程 的关系 

钢结构教材内容广，公式、符号较多，计算繁琐， 

学生不易学习理解。钢结构课程与力学课程(材料 

力学、结构力学)联系较紧密，如果学生的力学基础 

较差，对基本概念理解不透，学习起来就比较吃力。 

就钢结构课程特点来说，其计算公式，设计思路不 

难，只要能将相关参数代人公式验算即可。但这些 

参数与力学基础密切相关，如力学计算简图、内力 

(M、V、N)、截面几何特征(A、w 、S、1)等，钢结构的 

设计计算是以这些力学参数的计算为前提的，这是 

学生感到钢结构难学的原因之一；又如在对柱、拉 

杆、压杆的平面外稳定验算中，对有侧向支撑杆件的 

平面外计算长度的取值就较难理解，对屋盖结构的 

空间想象力就更差。因此在教学安排中，学生掌握 

好力学基础知识对学好钢结构非常重要。由于钢材 

本身强度高的特性决定了钢结构构件普遍采用较大 

的长细比，这使得稳定成为钢结构中的主要控制因 

素。钢结构稳定理论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轨 

迹，是不可能在钢结构设计原理中讲清、讲透的，因 

而在高校结构工程专业开设钢结构稳定理论的必修 

课或选修课是极其必要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高 

校为本科生开设钢结构稳定理论课程，取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值得借鉴。 

(五)适应社会发展，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由于钢结构的设计理论和方法处于不断发展和 

变化之中，知识更新周期短，教材的更新难于跟上知 

识的更新，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时刻关注研究领域 

的最新发展，并根据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适时更新 

教学内容，合理、准确地组织和处理教学内容，及时 

将本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介绍给学生。同时注意知 

识的广度，如简要介绍比较中国土木工程钢结构规 

范和国外(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的相关规范。在教 

学过程中要抓好课程设计，课程设计重在培养学生 

的综合能力，如学生查阅文献、获得信息的能力，识 

图、制图能力，综合和创新的能力等，使学生能更全 

面地掌握钢结构知识，将来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 

课程设计不仅要求学生深刻理解、巩固、掌握所学基 

础理论，而且要求学生对所学知识能融会贯通，让学 

生得到工程设计能力的初步培养和训练，提高动手 

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毕业设计打下基础。目 

前建筑设计院均已用计算机进行设计和绘图，为适 

应社会对毕业生使用计算机能力的要求，有必要使 

学生了解现阶段各种软件及其适用性，掌握常用软 

件的使用方法及技术条件，会解决常用软件应用中 

的问题，能独立应用计算机完成简单的结构计算和 

绘图等。 

四、结语 

钢结构课程教学改革与钢结构行业人才培养密 

切相关，高等学校要进一步加大钢结构课程教学改 

革力度，重视钢结构课程教材建设和精品课程的示 

范作用，在课时不足的情况下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 

教学内容，处理好钢结构与其它课程的关系，加强实 

践性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以适应中国钢结 

构快速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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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Steel structure Teaching Based on Tak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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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form of steel structure teaching is related to the person with ability train closely，the college 

must increase the reform  of steel structure teaching，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person with ability train，SO as to a． 

dapt the urgent demand of the person with ability due to the steel structure development quickly in our coun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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