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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本科高校结构力学课程探索与实践
蒋雪雅 牛翠霞 李娜 梁增飞 董秀茹（学生）

西安欧亚学院，陕西西安，710065；

摘要：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开展工科土木类专业核心课程—结构力学课程建设，立足于学生整体素质提升和实

际能力的培养，打破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学科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的项目制课程教学。顺应时

代变化，新工科要求，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学科交叉融合教学模式。围绕育人核心目标，增加学生专业知识的

基础上，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升综合素质，使其成为既具备扎实专业技能，又有高尚品

德和人文情怀的工程人才，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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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结构力学是本科高校工科土木类专业十分重要的

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具有基本概念多，计算分析方法多

等特点，且需要学生具备较好的数学、物理基础，因此

学习具有一定难度。课程的基本任务是在学习理论力学

和材料力学等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平面杆系结构

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研究平面杆系结构

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了解各类结构的受力性能，为

学习后续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及进行结构设计和科学

研究打好力学基础，培养学生结构分析与计算等方面的

能力。

应用型高校
[1-5]

在人才培养方面，更注重工程教育、

实践导向与技能培养。因此，如何在结构力学课程教学

过程中落实应用型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成为急需探索和

解决的问题。

1 结构力学课程目标

西安欧亚学院结构力学教学团队在教学实践过程

中，秉承“学生中心，雇主导向”等教学理念，以思政

教育为主线，应用型为目标，形成“价值塑造、知识讲

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在此基础上，匹

配学生岗位胜任能力和课程培养目标，形成关注学生教

学体验，教学评价的一体化教学大纲。

课程目标在知识目标基础上，强调学生能力培养和

价值塑造。在能力培养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利用理论知

识分析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如学生力学建模和

分析能力：能对工程中的力学问题进行识别和提炼，并

以恰当形式表达、计算和求解其力学模型；对一般结构

进行熟练的计算分析，并结合其他专业课程解决复杂工

程问题等。

在价值塑造方面，通过结构力学的学习，塑造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事物发展规律，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结构力学中工程案例的融入

结构力学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和科学方

法。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分析、项目式等方式，引

导学生运用力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他们的创新思

维和实践能力。同时，强调科学思维的重要性，如受力

分析，传力原理，变形协调，能量守恒等。提炼与课程

相关工程案例，如表 1所示。

表 1 工程案例

课程内

容
实施方面 案例

绪论，几

何组成
分析

计算简图
简化

一根梁两端搁在墙上，上面放一重物——简

支梁；
钢筋混凝土屋架——桁架或刚架；
排架厂房结构的简化——排架；

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框架。
赵州桥拱——拱

静定结
构、超静
定结构

桁架结构
受力

钱塘江大桥——桁架桥（中国桥梁之父茅以

升，辛苦 3年多建成，通车不到 3 个月却为
抵御日军又亲手将其炸毁，建桥和炸桥都是

爱国）

结构位移
计算

比萨斜塔：由于地基沉降不均匀，塔身倾斜，
引出控制位移的重要性；

加拿大魁北克大桥两次垮塌，工程师之戒，

施工中要严格进行位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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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法、位
移法、渐

进法

真是结构，给出尺寸、截面，建设地点，自
己查找规范确定风荷载，计算水平荷载下结

构内力

影响线 通车的桥梁

3 应用型本科高校结构力学课程实践路径

凝聚特色，提炼创新成果，形成适用于应用型
[6]
本

科高校的结构力学课程实践路径。首先是课内外立体化

内容体系的创新，其次是混合式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

形成“一个中心，两个抓手”立体化教学内容体系。

在原有力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增加思政教育，学科竞

赛实践，结合工程案例和真实项目进行素质提升和综合

能力培养，为达成育人目标，解决学习痛点问题提供切

实路径。课内围绕应用型目标，重构教学内容，使力学

分析具象化；课外逐步建立学科竞赛实践环节，培养创

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在此基础上，借助

协同育人企业真实项目，构建项目式学习方式，培养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表 2 立体化教学内容体系

立体化体系 学习场景 学习形式 学习方式 “新工科” 课程思政

一中心 课前课中课后 理论基础 “线上线下混合” 工程案例、科研成果
家国情怀、法制意识、道德修养、职业精神/

工匠精神/使命担当、安全意识

抓手一 课后 学科竞赛 结构设计竞赛等 结构优化、学科交叉 结构安全、创新思维

抓手二 课后 项目式 实际工程项目 产教协同、交叉融合 工程安全、工程思维

例如，在讲解静定桁架和组合结构时，课外带领学

生制作结构模型，并讲解节点概念，构件受力，结构受

力。带领学生认识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全国一等奖

高校作品，引导并鼓励学生敢于挑战，勇于创新。引导

学生了解工程结构设计，逐步培养结构安全意识、经济

意识。

适应新时代教学新方法：线上线下混合式+学科交

叉融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上自主学习。课前课

后，发布学习资料，学习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夯实基

础，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线下采用“3E+3E”工程化教

学理念
[7]
、引导学生全身心投入，深层次学习，发展力

学思维、工程思维。

学科交叉融合：顺应新时代，引入软件分析，例如

“结构大师”App，Midas Gen，YJK 结构设计竞赛专用

版等。图 1展示了学生利用 Midas Gen 建立的桥梁结构

模型。

图 1 陕西省第六届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本校学生作品

3.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按照课程模块教学特点，遵循教育教学和学生的成

长规律，注重将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价值塑造贯穿教

学“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课前预习，课上采用小组讨论、汇报、翻转课堂

等多样形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注重学

生体验，引入力学相关活动，增加课堂体验感，提高对

结构力学课程学习兴趣。此外，针对应用型及考虑学生

基础，调整教学内容，课上注重应用性相关知识传授；

课下，线上针对部分考研需求学生发布高阶内容，学生

自主学习，老师答疑。以满足不通过目标群学生学习需

求。

3.2 采用项目式教学，引入工程案例

课程团队共有“双师型”教师两名，其中一人具有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证书，在设计院担任高工。教师实

践经验丰富，将工程项目转换成案例，与理论知识结合，

在课堂进行讲解。如实际工程到计算简图简化案例，桁

架结构受力分析案例，框架结构超静定计算。提前发布

课程项目、评分要求及学习资料，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

万完成及汇报展示，并提交最终成果，过程每两周提交

过程成果。最终项目成绩由过程及作品成绩，老师及学

生助教评分组成。

3.3 智能设计计算，校企合作真实项目

通过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与北京盈建科软件有限

责任公司建立合作。提高学生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建模

和计算分析的能力。要求企业导师定期给学生作讲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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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答疑活动。学生实操提升的同时，对理论知识有

多层面深入的理解。打破理论到实践的壁垒，“知之愈

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3.4 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课下实践活动环节，组织学生进行结构设计并搭建

模型，每年选拔优秀学生参加国家结构设计竞赛省级预

选赛，培养团队合作、创新、实践、总结汇报等能力，

锻炼吃苦耐劳，拼搏进取精神，如图 2所示。

图 2 学练结合

4 结语

在应用型本科院校中，开展工科结构力学课程建设，

立足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升和实际能力的培养，打破以

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学科课程模式，转变为以工作任务

为中心的项目制课程教学。形成立体化教学体系；顺应

时代变化，新工科要求，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学科交

叉融合教学模式。

整合的内容体系及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最终围绕

育人核心目的，“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通过实践环

节，一方面，让学生明白工程技术不仅是创造物质财富

的手段，更要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服务。

另一方面，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提升综合素质，使其成为既具备扎实专业技能，

又有高尚品德和人文情怀的工程人才，为国家的发展贡

献力量。

针对课程中前沿知识较少，行业新动态教学案例较

少，不足以体现低碳可持续发展、加固改造、新能源如

光伏支架、装配式等未来行业发展方向的问题，提出如

下的思考举措：（1）加固改造、装配式等知识通过在

计算简图简化、静定超静定结构设计讲解部分引入课程

中，并设置线上讨论，鼓励学生拓展思考；（2）结合

教师科研方向，举例光伏支架结构手算和软件计算方法

为教学案例，融入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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