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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结构分析与抗震设计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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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将高层建筑结构分析与抗震设计课程视为教学系统，以素质教育作为该系统的目标．通过教学资源的模块化 

整合构成系统的优化结构，研究型教学则成为系统的最佳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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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土木建筑工程类专业开设建筑抗震设计和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课程 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 ，两课 

合计教学 时数基本保 持在 100～120学时。建筑抗 

震设计和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课程具有 明确的专业技 

术规范背景 ，其思想性 、理论性、实践性、专业性均很 

强 ，是培养土木建 筑工程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必修专 

业课 程 。课 程 的教 学 内容广 泛 、深 刻 ，几乎 涵盖 了本 

专业所 学课程 的全部理论知识和技术成果 ；其教学 

安排又具有承前启后特点 ，前为基础课程、专业基础 

课程搭台表演 ，后则为毕业设计架设桥梁 ，足见其在 

专业技术教育中的地位。 

笔者认为 ，已往课程教学 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 

第一 ，教学 目标不 明确 ，教学要求游移不定 ；第二 ，教 

学 内容取舍不当 ，重复 内容较多 ，重点不突出 ，造成 

教学资源的浪费 ；第三 ，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 ，操作 

性 、实效性不强 ，课 程教学与毕业设计衔接不好 ；第 

四，没有 引入现代教学工 ，电算 内容无法涉及 。 

为适应我院新一轮教学改革总体思路和教学计 

划修订要求 ，新修教学计划将这两 门课程 压缩合并 

为高层 建筑结构分析与抗震 设计一门课程 ，教学时 

数 60～80学时。教学计划修订后 ，学时数 已大幅减 

少 ，如果 不认 真研究 这 两 门课 程 的内在 特点 ，确 立适 

应性强的科学教学模式 ，轻则演变成“简写本 ”，重则 

可能旧病未治新病又犯 ，使教学质量的提高大打折 

扣 ，使创新型人才 的培养更成为空谈 。本 文针对课 

程教学中亟待解 决的若干问题 ，提 出模 块化研究 型 

教学的教学改革思想。 

一

、确立研究型教学理念 

1．教 学指 导 思想 

研究型教学 的出发点和归属是素质教育。通过 

本课程的教学实施过程 ，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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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素质教育 ，实施工程实践能力 的培养。爱因斯 坦 

对此 有深 刻 见解 ：“应 当把发 展 独立 思考 和独 立判 断 

的一般能力的培养始终放在首位 ，而不应 当把获得 

专业知识放在首位 ”。高等教育法也确立 了高等教 

育的 目的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高级 

专门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研究型教学坚持教学主体意识。在这种新 的教 

学模式下 ，充分认识学 员的认 知心理特征和个体认 

知差异 ，充分尊重 教员 的主导地位和学员的主体 意 

识 ，充 分 调 动和 发掘 学 员 的求知 欲望 和创 新潜 能 。 

研究型教学坚持实践出真知的观点。在实践中 

学 ，在学 中做 ；倡导发现式学 习、探索式学 习、批判式 

学 习 ，鼓励 和激励 学 员进 入认 知 的广 泛实 践 。 

2．教 学 内容 

教学 内 容选 取 要 体 现 “新 、宽、少 、精 ”原 则。 

“新”是要求教学 内容要反映本 专业 的新理论、新方 

法和 新技 术 成果 ；“宽 ”是 要求 教 学 目标 、教 学 口径 和 

教学适应面要宽阔 ，并 以通识教育的观点整合课程 

和教学内容 ；“少”则是 内容精简 ；“精”则要求注重对 

学生创 新 意识 和 能力 培养 。 

3、教 学方 法 

建立 以学员为主体、教员为主导的、形式多样 的 

互动式教学模式 ，强化对 于基本素质 、基本知识 、基 

本能力、基本技能的培养 。 

二、教学资源模块化结构整合 

1．全 面认 识教 学 资源 

教员 教 员在 教 学 中起 主导 地位 。无论是 知识 

的传授 ，能力的培养 ，教员的启发式教学是不可替代 

的。 

学员 学员是教学的主体。课程内容只有被学 

员理解才可能转化为能力 ，因此，教学中必须注意引 

导学员 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教学活动 中。 

教学管理制度 学分制是先决条件 。 

教学纲 要 摒 弃传统意义上 的教学 大纲的编 

写 ，立足于教学资源模块化结构整合 ，本课程教学纲 

要 的制订可以将大专 、本科 、研究生各层次合并。 

教材 宜采用统编教材 ，可比性强 ，教学特色体 

现 在教 学 纲要 中。 

技 术 规 范 本课 程 涉及 的规 范 较 多 ，但 核 心 规 

范是《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和《高层 建筑混凝土结构 

技术规程》，因此 ，教学 内容应 涵盖该技术规范的重 

点内容和设计方法。 

多媒体教学条件 应尽可能完善多媒体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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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教学 条件 。校 园 网应 联 到 教 室 ，应 尽 可 能实 现 

学员免费浏览校园网的内容 ，使学员能通过校 园网 

与教 员互 动 。 

计算机及配套软件 作为高等技术 院校 ，我们 

肩负有传道授业 的双重责任 ，应 当基于诚信原则和 

知识产 权 意 识 ，购 置 正 版结 构 设 计 软 件 (如 网 络 版 

PK—PM)，便 于 课 程 教 学 中增 加 电算 相 关 内容 ，加 

强课程教学与实践能力培养 的连贯性 ，使学员毕业 

后 能很 快适 应参 与工 程实 践等 工作 。 

2．精 选教 学 内容 ，进行 模 块化 组合 

仅从高层建筑结构分析与抗震设计课程教学的 

技术法规背景来看 ，由于涉及理论知识和技术 背景 

极为广泛 ，可供参考的技术资料文献浩如烟海 ，如何 

选 取教 学 内容确实 有 一定难 度 。但模 块化 研究 型教 

学 把本课 程 教 学 视 为 具 有 独 特 知 识 结 构 的 教 学 系 

统 ，要求寻找知识结构主线 ，突出构成核心竞争力的 

技术 ，选 取那 些基础 性 、应 用 性 、代 表性 、稳定 性 强 的 

知 识 内容 。 

教 学内 容 的模 块化 组合是 教 学资 源全 面整合 的 

基础。可将教学内容整合为若 干模块 ，再根据不 同 

的专业层次 ，对模块进行组合 。 

典型一级模块划分 ：① 结构荷 载分析 ；②框架 

结构分析设计 ；③框架一剪力墙结构分析设计 ；④简 

体结构分析设计。每个模块下又可进一步划分若干 

子模 块 。典 型 一级 模 块组 合 ：① +② ；① +② +③ ； 

① +② +③ +④ 。专 科 可实 施 ① +② ，本 科 可 实 施 

① +② +③或 ① +② +③ +④ 。本 科 和专科 的 教学 

内容深度应 有所 区别 ，抗 震 的 内 容 可融 合 在 模 块 ① 

和②中讲授。砌体结构的抗震内容纳入混合结构设 

计课程 中 ，这样 安排后 教 学内 容很少 重 复 ，不 致 于造 

成教 学资 源 的浪费 。 

3．教学 内容弹性化 ，教 学要求刚性化 

在实行学分制管理的大环境下 ，要求教学计划、 

教学 内容有 更大 的弹 性 ，这恰 恰 是模 块 组 合 的优 势 

所在 ；但教 学考 核 的要求则 应坚 持 刚性原 则 ，对 每一 

种 大 的模 块组合 ，要 针对 教 学 层 次 ，明确 教 学 要 求 ， 

将具体要求体现在教学纲要中。 

4．教 学资源整合后 ，可以实现教 学资源的优化 

配 置 。 

三、研究型教学方法 

1．教 学 实施 

①要求教员在本专业领域有 比较精深的学问， 

能够熟练地驾驭课内外 的教学 ；学员则应在教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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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 自主地获取知识 ，自觉地研究学问，将学 习的 

过程真正变成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过程。 

②突出专业特色 ，注重相关知识的联系和渗透。 

引导学员参与相关研究 活动 ，培养必需 的基础知识 

和 研究 能力 。 以课题 、问题 为 中介 ，注重相 关知识 的 

联系和渗透 ，使学员养成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问 

题 的能力 。 

③改灌输式教学为启发式教学 。应加强对高层 

建筑结构实体进行抽象思维 ，建立数学力学模型 ，是 

高科技的核心所在 ，也 是本课程 的一大特点 。但应 

避免演绎成纯粹的数学力学课程。 

④改顺序型 、连续型、细节型授课为模 块式 、平 

台式 、跳跃式授课 。教学过程体现知识创新特点 ，尽 

可能展现知识原始创新 过程 ，使历史 唯物主义和辨 

证 唯物主义思想得到充分表现。 

⑤改单一课堂讲授为教学互动、形式多样 、有研 

究氛围的讲授 。改变书本 独尊、教师为中心 的传 统 

教学 ，强调发现学 习的重要作用 ，重视把接受学 习与 

发现学习有机结合起来 ，突出分析、批判 、研究在教 

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激发每个学员的潜能 ，积极鼓励 

并引导他们 的求知欲 、想象力 、创新意识和探索 精 

神 。 

⑥改“一课一人上”为“一课 多人上”。笔者建议 

本专业课程应 当分阶段 由多人来讲授 ，因为这是课 

程的复杂性 、综合性 、专业性特点 以及研究型教学模 

式的创新性要求所决定 的；兼 收并蓄 、博采众长 ，使 

学员 能在 领 略多 种 教 学 风 格 的 同 时 ，求异 思 维 得 到 

发展 。 

2．教 学基本 要 素 

①教材形 式。应尽 可能多地提供 教学背景 资 

料 ，包括技术规范 、参考教材、授课提纲等。本课 程 

的科学性 、专业性 、通用性 、法规性强 ，建议采用通用 

教材 ，这 样教 学具 有可 比性 。 

②研讨内容。根据每组教学模块的教学内容和 

教学要求 、教学重 点和难 点 ，内容深度循序渐进 ，善 

于以历史追 溯的方式 寻找发现式教学 的题材 和内 

容 。 

③授课方式。深入浅 出，即物理力学内容深入 ， 

数学 内容浅出。应用启发式教学 ，由表及里 ，宏微互 

易 ；教学 内容提 纲挈领 ，内涵扩 大 ，篇 幅缩 小 ；强调 对 

话 、讨论 、合作。教学中的合作不仅要在学员之间进 

行 ，更要在 学 员 与 教 员 之 间 进行 ，从 研 讨 内容 的选 

择 、探索的展开，到研究成果的表述 ，均离不 开教员 

的参 与和指 导 。有 条件 还 可采 取 双语 教学 (建议 ：英 

文书写，中文讲授)。 

④作 业 及实 践训 练 。精 讲 精 练 ；应 当 为学 员 留 

下足够 的 自我支 配 时 间和 空 间 ，使 学 员 有 可 能参 与 

各种实践 ，包括完成思考题 、上机操作 、研讨总结 、分 

析计算等。为毕业设计和今后工作作好技术储备。 

⑤成绩评定 模块化研究型教学模式体现 了教 

学 内容选 择 的灵 活性 ，强调 了教 学 氛 围 的宽 松 性 和 

教学质量管理的严格性应 当有机结合 ，既培养学 员 

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 ，又养成其严谨 务实 的工作 

作风。在采纳模块化教学 的情况下 ，课程学 习成绩 

可按模 块组合 进行 阶段 评 定 ，而 研 究 型 教学 模 式 又 

决定 了学员 的学 习能 力和学 习效 果 的表 现形式 的多 

样化 ，应 当根据 闭卷 考 试 、开 卷 考 试 、口试 以及 平 时 

作业 、参与课题讨论等各方面情况来综合评定。应 

提倡学员撰写科技小论 文，其成果 可以纳入 考核评 

分 。 

四、结语 

教学改革艰难 曲折 ，牵一发而动其身。高层建 

筑结构分析与抗震设计课程 的教学改革不可能独立 

地完 成 ，首 先是 观念 更新 ，应 当树 立 教学 为 中心 的指 

导思 想 ，总 体设 计 ，分 段实施 。本 文提 出的改 革思 想 

有待 在实践 中不 断摸 索 、总 结和 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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