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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课”建设前应制定符合“两性一度”特征的课程质量标准,以保证课程建设的顺利实施。

以建设钢结构原理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质量标准为例,论述应用型高校如何综合考虑院校定位、社会

行业需求、专业特色、课程属性、教师团队和学生特点等 6 个影响因素,对“高阶性” “创新性”和“挑战

度”进行个性化解构和细化,制定兼具“共性”和“个性”的课程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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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 2018—2022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强调了大学教

育的重要性,指出通过加强专业建设、提高课程质量、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潜能,对大学生合理“增负”。 同时强调专业要建“强”、课程要建“优”、资源要“到位”,抓好课程“双

万计划”实施工作,建设 1 万门国家级和 1 万门省级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

教学内容,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合理提升课程挑战度和高阶性,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1] 。 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教育部今后要大力建设五大类型“金课”,包括线下“金课”、线上

“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
 

“金课”和社会实践“金课” [2] 。
 

积极推进“金课”建设是

国家重视大学教育的体现,是国家提高大学教学质量的发力点,也是当前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主

导方向。
以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的探索与实践为例,从课程质量标准的重要性、“金课”建设思路、

影响因素、关键内容、建设成果等方面,论述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前如何构

建其课程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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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谋定而后动:课程质量标准的重要性

建设“金课”应“谋定而后动”。
“谋”,即课程建设前为其制定体现“金课”特征且方便量化的课程质量标准。
课程质量标准是组织和开展教学活动、控制和评价教学质量、优化和改进教学效果、建设和扩

充教学资源的依据和准则。 课程质量标准犹如“金课”建设的灯塔,为“金课”的顺利建设指明方向,
也仿若“金课”建设的说明书,为“金课”的精准建设提供保障,还如同“金课”建设的蓝图,为“金课”
的建设成效提供预览。 课程质量标准的制定是建成“金课”的关键一步。

二、“金课”质量标准的“共性”与“个性”

“金课”质量标准应兼具“共性”和“个性”。
(一)“共性”
“共性”指

 

“金课”的统一特征。 吴岩司长将“金课”定义为具有“两性一度”的一流课程。 “两

性”指“高阶性”和“创新性”,“一度”指“挑战度” [2] 。 “两性一度”体现了“金课”区别于“水课”的

显著特征,是“金课”质量标准的共性。
(二)“个性”
“个性”指综合考虑院校定位、社会行业需求、专业特色、课程属性、教师团队和学生特点 6 个影

响因素后对“两性一度”共有特征的个性化解构和细化。
从不同角度对“两性一度”进行

 

“个性化”描述,“金课”的特征有不同的表达。 例如,浙江大学

陆国栋教授从教学设计和教学考核角度将“金课”的基本特征归纳为 3 个方面:师生互动、关注过

程、严格要求[3] ;李志义教授认为“金课”中的“金”有 5 种组成:高阶课堂、对话课堂、开放课堂、知行

合一、学思结合[4] ;铜仁学院侯长林教授认为打造应用型高校“金课”至少要体现“七性”,即教育

性、实用性、丰富性、前沿性、思辨性、研究性和艺术性[5]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张新启认为高职院

校的“金课”要体现“能工作、体系化、有动力”3 个特征[6] ;广州大学马凤岐教授以通识类课程为例,
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教学管理方面探索通识教育“金课”的建设与发展[7] ;湖北教师教育研究中

心谢首军基于思政课属性对“两性一度”
 

深入解读,提出培养“四为”人才、深植创新元素、打造“高

精尖”课程的建设目标[8] ;云南大学马浚锋和大连理工大学罗志敏则以学生视角,从教师授课水平、
教学内容、教学设计、课业评价预期以及师德师风等层面区分“金课”和“水课” [9] 。

“金课”质量标准应是基于“共性”的“个性化”探索与实践成果。

三、“金课”质量标准“个性化”的探索与实践

以重庆科技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钢结构原理课程为例,探索应用型高校建设线上线下混合式

“金课”时,如何基于“两性一度”,综合考虑上述六大因素的交互影响,在资金、质量与时间的博弈中

实现课程质量标准的“个性化”。
(一)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的 6 个影响因素

影响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的 6 个因素为:院校定位、行业需求、专业特色、课程属性、教师

团队和学生特点,其简要描述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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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个性化”的 6 个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描述

院校定位 重庆科技学院为紧扣“行业性、地方性、开放性、应用型”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院校

行业需求 具有国际视野的“卓越土木工程师”

专业特色 土木工程专业被列入“重庆市特色学科专业群”

课程属性 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目前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教师团队 职称与学历结构合理,工程经验与教学经验丰富的中青年教师团队

学生特点 基础扎实,但综合应用和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二)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的“个性化”成果

课程建设主要包括教学目标、课程考核与评价和教学设计三大核心模块,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

标准的“个性化”围绕此三大核心模块展开。
1. 教学目标的个性化

上述因素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钢结构原理课程的教学目标有交叉或独立的影响。 学校应

用型本科的定位决定课程定位,社会与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及学生自身的知识结构与能力决定课程

“两性”的
 

“度”“序”,课程属性和教师团队的知识结构与教学经验决定课程的“挑战度”。
钢结构原理课程教学目标“个性化”过程如图 1 所示。 拟建成“金课”的教学目标与之前的教学

目标相比,提高了对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创新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软实力)的要求,但考虑学

生特点,教学目标强调从“普通”到“卓越”的渐进过程。 教学目标同时考虑了学生的不同就业倾向,
分别从结构设计、施工、监理、检测与加固等不同领域对钢结构原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展开“个性化”
质量标准描述,详见表 2。

图 1　 不同因素对教学目标“个性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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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教学目标的“个性化”

课程模块 “共性” “个性化”结果
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

教
学
目
标

高阶性

学生 具 有解 决
复杂 问 题的 综
合能 力 和高 级
思维

创新性 学生 具 有创 新
思维和勇气

挑战度 适度 提 高对 学
生的要求

(1)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
“卓越土木工程师”
(2)子目标
①从事钢结构工程的设计,面对复杂工程问题,在各类约束条件下,从设计到
优化再到创新钢结构构造、节点、构件和结构体系,使设计成果满足安全性、经
济性和可行性要求
②从事钢结构工程的施工,逐步实现从设计到优化钢结构施工技术或施工流
程的目标,

 

面对复杂的施工问题,能透过设计原理寻求施工难题的解决方案;
遇到设计方案变更时,能与设计单位积极沟通,甚至辅助其寻求最优解决方
案;确保钢结构工程施工的安全、有序
③从事钢结构工程的监理,能守法、诚信、公正和科学地保证钢结构工程建设
质量和安全,有效提高工程建设水平,充分发挥投资效益,遇到质量问题时,能
积极有效地与对方单位沟通,督促其尽快解决问题
④从事钢结构工程的检测、实验或其他技术工作,依据钢结构设计原理,遵循
相关流程,逐步实现从设计到优化检测方法、检测技术或检测流程的目标

　 　 2. 课程考核与评价的个性化

陆根书[10]等研究发现,国外一流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考核呈现考核方法多样,考核方式灵

活,考核方法选择策略相似,主要考核方式的权重比较一致,必修课考核更倾向于考试,不同学科的

课程采用的考核方法存在差异等特点。 参考上述研究结果,钢结构原理课程的考核与评价拟采用

灵活、多样、弹性、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课程的考核与评价按考核时间和过程有形成性评价 ( formative

 

assessment) 和总结性评价

(summative
 

assessment)两种。 形成性评价是过程评价,教师实时关注学生反馈,对开展“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学具有重要作用。 钢结构原理的平时考核主要采用此类评价,其在总体评价中占比为

30% ~ 50%,具体比例由教学团队基于影响因素制定。 总结性评价可帮助教师、学校管理部门和同

行迅速了解总体教学效果,检验教学方法的优劣。 钢结构原理课程的期末考核采用此类评价方式,
并采用试卷考核方式,其在总体评价中占比为 50% ~ 70%。

钢结构原理课程为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其考核与评价也分线上考核和线下考核两部分,在
契合教学目标的基础上,综合考虑 6 个因素的影响,考核体系设置如图 2 所示。 钢结构原理课程考

核与评价标准见表 3。

注:图中各分项考核占比由影响因素与教学目标相关度共同决定

图 2　 不同因素对考核与评价体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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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课程考核与评价的“个性化”

课程
模块

“共性” “个性化”结果
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

课 程 考 核 与
评价(线上和
线下结合)

高阶性

创新性

挑战度

信息化

线上考核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个体性,题型不需要考虑小组协作
线上教学资源丰富,除传统教学视频和音频外,增加案例分析、解题答疑视频、学生创
作的视频等各类教学资源,为学生探索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线上作业及测试结果生成评价报告,并通过线上学习平台快速及时地反馈给学生

现代化
通过线上学习平台的数据记录和分析功能,存储、整理和分析学生及教师的线上学
习、线上考核、课堂活动和教学互动等相关数据,及时生成评价报告

国际化
线上学习资源、线上案例库、课堂用案例库既有中国的钢结构设计规范和工程案例,
也有美国和欧洲的钢结构设计规范等资料

探究性
线上讨论的话题具有探究性,能启发学生思考和创新,主要为实际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优化设计或施工等开放性话题,没有标准答案

个性化

线上考核强调学生的自主性和个体性,完成考核不需要小组协作
线上作业形式多样,鼓励学生对知识进行思考和总结,增加绘制知识点的思维导图、
上传自己录制的学习视频或解题视频等个性化作业
线下考核既强调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强调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难度
适度
提升

线上考核增加的个性化作业,要求学生深度理解知识点并能综合应用,且会使用各种
软件和工具来表达自己的设计与创意
线下考核(平时和期末)增加“实际案例分析与问题解决”“游戏化考核”等对应用能
力有较高要求的新型考核方式,对学生学习具有一定的挑战度,但也兼具趣味性和实
用性

　 　 3. 教学设计的个性化

钢结构原理课程的教学设计紧扣教学目标,以考核与评价标准为规范,围绕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活动三部分展开。
教学内容应符合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要求,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教学方法与教学活动主要体现“创新性”。 虽然“金课”的典型特征为“两性一度”,但若教师在

选取教学方法及组织教学活动时兼顾“高阶性”和“挑战度”,则应用时会因不熟悉新方法或新活动

的优缺点及适用条件而影响教学效果。 教师应首选熟悉或感兴趣的教学方法及教学活动,结合教

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对其适度创新。 新方法是否适用于课程教学,可借鉴新媒体用于教学的可行性

研究方法(SECTIONS 法[11] ),即从学生、应用难易程度、费用、教学功能、学习者互动、教学管理机

构、互联网、安全和隐私等方面综合分析其可行性。
钢结构原理课程教学设计标准的“个性化”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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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教学设计与组织的“个性化”

课程
模块 “共性” “个性化”结果

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

教学
设计
与组织

高阶性

课程 内 容
关注 复 杂
问题 和 综
合应用

第 1 章　 绪论
掌握钢结构设计中各种荷载代表值的选取
理解高性能钢材为钢结构设计与施工带来的变革
第 2 章　 钢结构的材料性能与疲劳
掌握钢材的性能和指标及其影响因素
在实际工程中能依据结构的设计条件选择经济性好且适用的钢材
能读懂施工图中的型钢表达
第 3 章

 

钢结构的连接
掌握对接焊缝、直角角焊缝、普通螺栓和高强度螺栓 4 种连接的设计计算、
施工工艺和构造措施
可依据设计条件选择并设计最优的节点连接方式和构造
对不安全的连接可提出优化的加固或改造方案
熟悉施工时各种节点构造与工艺并理解其与节点设计的关系
第 4 章

 

轴心受力构件
  

第 5 章
 

受弯构件
  

第 6 章
 

拉弯和压弯构件
理解稳定的概念并能发现实际工程中因失稳引发事故的原因
掌握轴心受力、受弯、拉弯和压弯构件的设计与计算方法,在考虑安全性、
经济性、施工可行性的基础上设计并优化受力构件
对不安全的构件或体系提出加固或改造方案
熟悉施工时构件或结构体系的构造与工艺并理解其与构件设计的关系

教学
设计
与组织

教学
内容

创新性

课程 内 容
具有 前 沿
性、时代性
和国际性

第 1 章
 

绪论
了解国内外钢结构设计、施工、检测应用的新理论和新技术
第 2 章

 

钢结构的材料性能与疲劳
了解国内外高性能钢材的研发进展及使用情况
思考实际工程中如何在考虑经济性、安全性和施工可行性的基础上应用高
性能钢材
第 3 章

 

钢结构的连接
掌握国内对接焊缝、直角角焊缝、普通螺栓和高强度螺栓 4 种连接在新旧
规范中设计计算的异同
理解新标准修改设计公式或参数的原因
了解美国和欧洲规范对钢结构连接的相关规定
第 4 章

 

轴心受力构件
   

第 5 章
 

受弯构件
  

第 6 章
 

拉弯和压弯构件
理解国内新标准中关于稳定计算公式修改的原因
了解美国和欧洲规范对于构件设计的相关规定
理解钢结构的优点对构件设计和施工的有利影响,并利用其优化设计或
施工
理解钢结构的缺点对构件设计和施工的不利影响,并尽量避免

挑战度
课程 内 容
具有 一 定
的难度

第 1 章
 

绪论
预测钢结构设计中可能出现的新理论和新技术
第 2 章

 

钢结构的材料性能与疲劳
预测高性能钢材的研发趋势和未来市场前景
第 3 章

 

钢结构的连接
预测节点连接的设计与施工技术的可能发展趋势
第 4 章

 

轴心受力构件
  

第 5 章
 

受弯构件
  

第 6 章
 

拉弯和压弯构件
在结构整体设计中理解构件与结构体系的关系,并能综合分析和计算

教学
设计
与组织

教学
方法 创新性

教
学
方
法
具
有
先
进
性

线
上
教
学
︵
教
师
引
导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

①学生自主选择学习资源
教师利用线上教学平台的通知功能,在课前发布自学任务单,列出
自学任务和学习目标,鼓励学生依据自身知识结构和就业趋势选择
对自己有用或感兴趣的资源完成自学
②系统实时检测自学效果
学生可及时快速地完成线上测试以检验自学效果,题目由教师指
定,题目涉及核心知识点,为单项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等基本
题型
③学生自主选择在线讨论话题
各章在线讨论话题涉及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各方面,但考核难
易度和要点一致,学生自选其一在讨论模块完成对复杂工程问题的
讨论
④学生自主选择作业形式
学生在作业模块提交个性化作业时,作业题目相同,但作业提交形
式(如文档、视频、图片等)可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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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课程

模块
“共性” “个性化”结果

钢结构原理课程质量标准

教学
设计
与组
织　

教学
方法 创新性

教
学
方
法
具
有
先
进
性

教学
活动 创新性

教
学
有
互
动
性

线

 

下

 

教

 

学
︵
翻

 

转

 

课

 

堂
︶

①PBL 教学方法
课堂的小组讨论和个人活动均采用基于问题学习法(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小组讨论的问题为复杂性工程问题,需要小组协作模式完成任务从
而掌握相应教学内容;个人活动的问题较简单,主要考查个人对基
本知识点和重要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②演绎法

 

重要节点和构件的设计与计算方法,由教师先演绎节点或构件的设
计计算过程,讲解计算难点和要点,再安排随堂测试,各组通过小组
协作模式完成节点或构件的设计计算与优化
③游戏化教学法
小组协作完成游戏任务来实现教学目标,例如,设定某具体工程情
境,学生扮演设计师、施工人员、监理工程师和检测人员,去理解钢
结构工程中不同工作领域对相同结构的不同关注角度和关注点

线
上
教
学

①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学习
②教师及时反馈在线测试结果
③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按兴趣和就业选择话题
④教师制定统一考核标准,确保学生作业评分不受作业形式的影响

线
下
教
学

⑤小组讨论时,教师重点关注小组规模、分组数以及问题设计对教
学效果的影响
⑥开展个人抢答时,关注学生对问题的关注度和积极性,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
⑦游戏化教学时,控制现场的进度,关注教学质量,保证学生能通过
相应角色理解课程内容
⑧随堂测试时,保证题目和参数的多变性,避免作弊现象,确保测试
结果的真实性

四、结语

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学生基础及培养定位与研究型高校有极大区别,不能照搬研究型高校的

课程质量标准,且不同学科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也存在较大差异,制定课程质量标准时不可一概而

论。 基于“两性一度”,通过钢结构原理课程实现课程质量标准“个性化”的实践探索,引发教师思考

与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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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the
 

quality
 

standard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order 
 

innovation
 

and
 

challenge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The
 

course
 

of
 

design
 

principle
 

of
 

steel
 

structure
 

was
 

proposed
 

to
 

be
 

constructed
 

as
 

a
 

blended
 

golden
 

course.
 

Six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college
 

orientation 
 

social
 

demand 
 

specialty
 

characteristics 
 

course
 

attributes 
 

teaching
 

team
 

and
 

student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rehensive
 

consider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order 
 

innovation
 

and
 

challenge 
 

were
 

personalized
 

deconstructed
 

and
 

refined
 

to
 

formulate
 

the
 

course
 

quality
 

standard
 

combined
 

with
 

generality 
 

andindividuality .
Key

 

words 
 

golden
 

course 
 

course
 

quality
 

standard 
 

blended
 

cours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cour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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