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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传统《工程抗震》课程教学模式存在教学理念和方法固化、“学生被动接受、缺乏内驱力”以及教

学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等诸多问题，根据新工科内涵要求和应用型高校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本

团队对该课程进行教学改革，采取智慧课堂引入、线上线下结合、教学与科研融合、工程伦理贯穿、考

核模式优化等多项措施，形成一套以学生为中心、由老师引导的新教学体系。教学实践表明，本教学方

法有助于教师以方便学生理解、学生深度参与的方式讲授本门课程，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较好掌

握课程内容，极大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工程伦理情怀，有效达成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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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many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the course “Seismic Engineering”, 
such as rigid teaching concepts and methods, passive acceptance by students, lack of internal drive, 
and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practic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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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ngineering connotation and the training goals of civi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n applica-
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our team has carried out teaching reforms for this course, adopting mul-
tiple measures such as the introduction of smart classrooms,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integration of engineering ethic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assessment modes, forming a student-centered and teacher guided new teaching system. Teach-
ing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helps teachers teach this course in a way that faci-
litates student understanding and deep participation. It can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better grasp the course content, greatly enhance their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engineering 
ethics, and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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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高等教育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同时基于“新工科”建设背景，作为应用型高校要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新

型工科人才，必须对传统工科学科设置进行优化和升级，同时探索契合学情、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培养

目标、培养内容和培养方式[1]。 
我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交界处，且中国板块内部也有很多断裂破碎，所以中国是地

震多发国家，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2] [3]，加之现在全球地震进入活跃期，因此我

校土木工程类专业，自建校起就将《工程抗震》课程作为该专业核心课程。《工程抗震》课程内容可分

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其中理论部分较为抽象，理论知识难点多，需要较强的结构力学和数学知识基础，

而工程应用部分与规范规程联结紧密，多为概念性、工程经验的总结，实践性较强。 
传统《工程抗震》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教学理念和方法固化、“填鸭式”教学、“重理论，轻实践”、

“学生被动接受，缺乏内驱力”和脱离专业需求的问题。一般该课程开设时间在本科生的第六学期，因学

生忙于研究生考试和就业等问题，导致部分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人虽在课堂但无法全身心投入学习的不

良状态。因此探讨如何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抓住学生学习热情、带动学生积极性，实现教学目标与教学效

果，是任课教师面临的重要挑战。为了满足国内外土木工程教学的最新理念和社会需求，同时为了适应学

情，各高校教师学者也针对《工程抗震》课程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尝试[4] [5] [6]，并取得一定成果。 
基于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其他高校教师教学改革经验，结合我校学生学期，本教师团队对《工

程抗震》课程进行改革探索，通过对教学内容重构、应用智慧课堂、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及实施研究

性学习、课程思政融入和考核方式的变革等五大方向来创新其教学方法，以探索满足企业及国家未来发

展的教学方法。 

2. 课程改革措施 

2.1. 重构课程体系，个性化应用教学场景 

传统授课方式中，教师按照课本章节设置顺序进行讲解，内容固化、形式单一，导致学生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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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积极性不够。针对该问题，本团队教师在多年教学实践和行业发展新技术的启发下，重新构建了

课程体系、将相关内容进行模块化、根据学习特征及情况制定相应教学目标、个性化教学方法以及场景

设计。如，在讲解地震基本概念部分时，通过实地参观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的形式来使学生能够直观

感受到地震的来龙去脉以及工程上应对必要性，进而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此外，还会加入随堂

小测验来实时检测学生学习水平。 
在工程结构设计模块中，以实际工程为例，通过带领学生参观工程现场，引发学生思考本模块的抗

震设计要点，然后再进行相关的课程学习。设置不同的学习场景来增强学生对本课程的参与度，激发他

们学习主动性，牢固地掌握有关课程中具体的知识要点。 

2.2. 借助智慧课堂，改变传统授课模式 

教学改革的重点问题主要在于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的变革。通过将原有的硬件教学设备升级为智慧

教室，不仅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利用声、图、影像来协助授课，而且还可以通过智联黑板 + 互联网来实施

一系列课堂活动，力图使得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充分地参与到课堂之中。 

2.2.1. 借助“学习通”[7]此类 APP 工具，全面把控学生学习状态 
针对学生难以长时间集中精力的情况，课程团队教师将学习通、MOOC 等学习平台引入教学当中，

通过诸如考勤、投票、选人、讨论等丰富多样的形式与学生互动，活跃课堂氛围。同时，利用学习通 APP
发布随堂测试并投屏进行展示讲解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师生沟通的效率。此外，课下教师借助信息

化平台进行通知公告发布、作业布置批改、课堂考勤以及辅导答疑，了解学生阶段性的学习成效，及时

地处理和修正在其中出现的问题。上述所有情况都会逐一体现在过程性考核之中，来全面检验学生学习

效果。 

2.2.2. 教学过程采用 BOPPPS 教学模式[8]，引导学生参与式学习 
面对信息时代的学生，本课程团队将“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为“学生为中心”，通过将教

学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见图 1：即课前导入 (Bridge-in)、制定学习目标 (Objective)、基础前测

(Pre-assessment)、学生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知识后测(Post-assessment)及所学内容总结

(Summary)。在 BOPPPS 教学模式的“前测”环节，我们可以设置相关的抗震题目，以巩固学生所学并开

启新一章的知识。而在“后测”部分，则可选用一些典型工程案例来进行服务性教学，同时也能够唤起

学生独立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而使得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课堂主体。 
 

 
Figure 1. BOPPPS teaching mode of Seismic Engineering 
图 1. 《工程抗震》BOPPPS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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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线上授课与线下授课深度融合，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要求 
在超星泛雅等平台建立《工程抗震》的在线课程，录制教学视频、练习题库、以及作业库及试卷库

录入，还可加入大量深度学习和职业资格方面的扩展性知识，从而满足学生职业规划学习要求。如，在

2020 至 2021 第 2 学期(8 小时线上加 24 小时线下)、2021 至 2021 第 1 学期(14 小时线上加 18 小时线下)
中采用 BOPPPS 教学模式在土木工程及土木工程(专升本)专业中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线上线下课

时分配如表 1 所示，从成绩统计来看，该方法是十分有效的。 
 

Table 1. Allocation of blended learning hours and score statistics for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表 1.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时分配与成绩统计表 

开课学期 
课时分配 成绩统计 

线上课时 线下课时 课时总计 平均分 及格率 优良率 

2020-2021-2 8 24 32 72.62 92.17% 30.9% 

2021-2022-1 14 18 32 86.70 98.10% 50.1% 

2023-2024-1 8 24 32 85.52 100% 56.1% 

2.3. 研究性学习 

2.3.1. 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结合 
2021 年，本课程团队承担了《山东省典型民居抗震性能调查研究》这一科研课题，将其整合到教学

中的“砌体结构抗震设计”模块之中。在此，学生们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完成课下作业，并利用节假日

的机会实地进行民居的抗震性能调查。他们便可利用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对民居进行评估，并相应地填写

出表格，共收集 105 份有效问卷。随后教师对调研问卷进行了整理及分析，见图 2 [9]，并在课上呈现相

关数据统计结果，引导学生就民居抗震不足之处加以思考及讨论。其中包含对根据新版本的国家标准及

当地标准来加强民居的抗震能力方面作出合理化建议。此流程使得学生参与实际科研工作的能力得到强

化，也激发出学生强烈社会责任感，促进其全方位成长。 
 

 
Figure 2. Residential buildings survey scope and statistics 
图 2. 民居调研范围与统计 

 
2024 年，团队教师承担青岛市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智能建造关键技术研发中心)，该课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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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课程内容和学生基础情况拟定了五项研究项目，以科研探索小组形式开展学生科研参与活动，理论应

用于实践活动。将学生课上学习与课下参与活动纳入学生成绩考核系统。 

2.3.2. 以赛促学，以赛代练，提高学习主动性 
在教学设计环节，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结构设计竞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代练”为原则，并以协

会活动作为纽带，来推进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实践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

教师将相关大赛的题目进行深度剖析并与本课程的内容对接，课堂上进行题目的引入及分析，而课后则

依托协会培养及选拔来实施理论。此外，利用 MIDAS 软件进行建模、竹材做出小样本并实施加工测试

也是一大亮点。这些措施可使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结构抗震抗横向作用的设计概念，大大加快学生课堂

理论知识应用的实践、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 

2.4. 课程思政融入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新工科的内涵之一，课堂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

人的重要途径[10]。我国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历次大震引起的灾害中，建筑结构的破坏和倒塌所造成的

后果尤为严重。因此，提高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对社会责任感、工程安全意识和职业道德意识的重视度显

得尤为迫切。 
作为初入专业领域的本科教育阶段，《工程抗震》课程团队教师给予学生充分的价值引领，围绕课

程知识继续深入挖掘课程思政教育点，并将工程伦理教育浸透于教学全过程当中，以到达更好的育人效

果，表 2 列举主要课程知识点与相应融入的思政教育元素和工程伦理元素。 
 

Table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Seismic Engineering 
表 2. 《工程抗震》课程思政融入点 

课程知识点 教学方法 思政教育/工程伦理元素 

地震基本知识 
1. 防震减灾教学基地 
2. 多角度震害展示与讨论 
3. 汶川灾后重建 

1. 建立社会责任感和专业使命感 
2. 引导学生体会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过程

中传承民族精神的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场地、地基抗震验算、

液化 

2. 介绍国内外山体滑坡、地面裂缝、砂

土液化等灾害实例 
3. 案例引入南水北调工程中解决技术问

题的 

1. 遇到复杂难题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2. 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地震作用计算 1. 理论分析 
2. 案例引入与实践应用 

1. 科学家探索精神、工作严谨务实 
2. 卓越的工匠精神、吃苦耐劳 

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砌体结构震害分析及

抗震设计 

1. 校园实际结构观察 
2. 分析案例，引导学生思考结构和构件

破坏的原因和设计处理措施 

1. 培养学生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良好作风 
2. 在将来的生产建设中，严格遵守各项规范

及规章制度要求，坚守作为工程人员的职

业道德 

隔震与消能减震 1. 讲座科普 
2. 工程案例引入 

1. 不断探索，创新进取的精神 
2. 职业自豪感 

2.5. 过程性考核，全面考查学习效果 

本课程考核坚持以学生综合能力评价和人格养成为核心，打破传统“一纸定成绩”的期末考试模式，

采用过程性考核来避免学生“平时懈怠，期末突击”的坏习惯。将课上和课下的教学过程相互衔接，实

施全过程考核，可以帮助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实施动态监测、及时调整、以及对教学方法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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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具体实施为课程总评成绩由三部分构成：1) 平时考核，包含了课堂表现、随堂测验、作业、学习记

录、团队作业以及实践实验活动；2) 单元测验，如不适用单元测验则可采用章节测验、阶段性测验或者

期中考试；3) 期末考核，考核形式包含了知识测验、主题论文、调查报告以及期末考试，期末总评成绩

构成如表 3 所示。 
将学生的过程性考核成绩纳入期末总评，不仅可以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也能够更全面地考查

学生的学习成果。此外，它还可以促使任课教师对教学效果进行深入分析、及时进行教学反思，并且不

断地修正和完善教学方法。 
 

Table 3. Composition of final evaluation scores 
表 3. 期末总评成绩构成表 

期末总评成绩 
过程考核成绩 40% 课堂表现 10% 小组任务 10% 个人作业 10% 阶段性测验 20% 

期末综合考查 60% 知识测验、主题论文、调查报告以及期末考试 

3. 课程改革效果 

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高校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尤为重要[11]。因此，课程团队教师紧密结合新工

科内涵要求，率先以《工程抗震》课程为例，进行了教学改革和创新。这一新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中心，

以教师为主导。课堂讲授中，学生可以通过不同场景形象快速地理解相关的知识内容，并有效地将理论

转化成实践，课程改革效果显著。 
1) 学生课程参与度增加，教学活动有效展开，课程通过率百分之九十以上。通过参与式学习，学生

能够解释工程结构抗震设计的基本原理及相关概念，阐述常见工程结构的抗震设计方法，并能在给定条

件下针对简单的工程结构进行抗震设计，为后续毕业设计和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基于课程实践经验累

积，学生能够结合具体的地震参数、场地条件、结构特点等要素，分析工程结构产生震害的原因和提出

一定的改进措施，为后续的工程结构修复或加固提出合理建议。 
2) 研究性学习效果显著，《山东省典型民居抗震性能调查研究》这一科研课题顺利结题，学生项目

参与发表学术论文一篇，为山东省典型民居抗震设计提供参考。在研课题《青岛市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

目(智能建造关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还在项目期，与本课题相关的五项学生研究项目已顺利开展，有效

的激发学生科研兴趣和探索精神，不仅助于学生将课程理论转化为应用，而且为学生未来学业发展开启

奠定良好开端。 
3) 以赛促学，以赛代练，取得丰硕成果。我院学生在历届全国大学结构设计竞赛中表现突出，其中

在 2022年 7月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分区赛暨第十四届山东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获得省一

等奖、二等奖和国家三等奖，2023.10 月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学科竞赛获国家二等奖。将学

科竞赛有效融入课程教学，既能较好的提高课程趣味性和实践性，又能锻炼学生意志，促进学生个性化

发展。 
4) 通过多模块与教学内容、个性化教学方法、教学场景的工程伦理教育，学生开始关注工程中非技

术性对工程质量和地震震害的影响，形成了科学务实的分析思维，同时学生认清了正确的职业道德方向，

立志将来的生产建设中，严格遵守各项规范及规章制度要求，为人民设计建造安全可靠的建筑结构。 

4. 结语 

针对传统《工程抗震》课程教学模式存在教学理念和方法固化、“学生被动接受、缺乏内驱力”以

及教学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等诸多问题，我们对该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采用智慧课堂引入、线上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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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教学与科研融合、工程伦理贯穿、考核模式优化等多项措施，极大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工程伦

理情怀，达成良好的课程教学效果。 
基于良好的教学实践效果，我们下一步拟将《工程抗震》教学改革方法推广应用至《结构力学》《土

木工程抗震与减灾》《混凝土结构》《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和《钢结构》等专业课教学中，以不断促进

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学科教学的发展，培养具备创新思想的卓越工程人才。 

基金项目 

本文受青岛市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项目(智能建造关键技术研发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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