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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国家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高等教育

的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也随之改变，“新工科”建设理

念的提出，显著提高了高等教育工科人才的培养标准。为适

应新环境下的人才培养要求，对传统工科教学策略有必要进

行一次深入的优化和改革创新。刘进等 >��对国际上顶尖高校

的未来技术学院进行案例剖析，为“新工科”背景下的技术

型学院发展提供参考意见。马瑞彦等 >��基于“新工科”背景，

结合土木工程的专业特点，提出坚持以能力本位和三位一体

的实践教学平台，构建了新环境下的工科专业教育模式。李

波等 >��针对实验实践课程的教学要求，完善了一体两翼和多

项目、多操作的实验实践教学新型模式，为相近工科专业的

实验实践课程教学模式创新提供借鉴 >��。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革新，2%(（2XWFRPHV�%DVHG�

(GXFDWLRQ），即成果导向型教育，逐渐被教育学家和一线教

学工作者重视，其是将教学目标分阶段实施，在不同阶段要

求学生达到某一量化的学习效果。这种模式更适合当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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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建设理念的提出，显著提高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及标准，传统的工科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
求。基于土木工程专业的《高层建筑结构》课程，引入2%(和CDIO教育理念，起到明确化教学目标、系统化教学方法和多
样化教学内容的作用。实践证明，采用新型教学策略后，教师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学生学习兴趣更加浓厚、专业知识更加扎
实，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教学效果得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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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和学生阶段性考核的要求，有利于学生学习的连贯性，

避免了考前突击的“临时抱佛脚”行为，也更能全面评估学

生的学习效果，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唯考试论的评价体系。

2�基于 OBE理念的教学目标设计

土木工程专业是典型的工科型专业，重视学生理性思维

的培养，结合 2%(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教学理念，土木工程专

业课程的教学设计应从实际需求出发，以教学目标为导向，

反向充实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层次和提升教

学效果。

《高层建筑结构》是土木工程重要的专业方向课，该课

程主要培养学生掌握高层建筑不同结构形式的特点、构件内

力的分析计算、基于建筑功能性和美观性的构件选择与搭配

以及团队合作设计高层建筑的能力。为量化教学效果，需要

基于 2%(教学理念对课程教学要求建立分项指标：①具备主

要高层建筑结构形式的分析能力，理解高层建筑的设计基本

理念；②充分认识高层建筑设计规范的重要性，并了解地方

法规的指导意义；③掌握基本构件的内力分析方法与适用场

景，提高力学原理的应用能力；④结合大学生结构大赛，锻

炼团队合作制作高层建筑结构模型的能力；⑤养成科学严谨

的设计原则与态度 >��。基于以上具体的教学目标，落实在课

程大纲中，进而在教学设计中拓展和丰富。

3�基于 OBE和 CDIO 理念的教学内容改革

土木工程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对学生的动手

能力要求较高。根据 CDIO的以工程为依托、紧密联系实践

的工程教育模式特点，结合 2%(以成果为导向的教学理念，

对高层建筑结构的教学内容及教学形式进行改革。根据课程

教学目标，将工程实际需求、执业资格证书考核和结构模型

制作融入教学内容，建设虚拟仿真实验室，建立产学研合作

基地。

现已建立土木工程虚拟仿真实验室和装配式建筑合作基

地，为锻炼学生实践能力提供平台，主要训练学生高层建筑

结构设计、构件选择、内力分析和模型制作的能力，结合相

关课程开展建筑结构的深化设计，绘制建筑图和结构图。学

生以团队合作形式，根据设计和计算结果，进行模型制作，

既可以检验所学理论知识，又可以锻炼动手实操能力，加深

理论知识体系的理解。

4�多元化的考核体系

以 2%(教育理念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在设计考核体系

时也应紧密围绕“结果导向”。考核体系应全覆盖课程教学

过程，针对前文提出的教学目标分项指标进行逐一考核。学

生课程评分的考核体系中，线上学习、线下课堂（期末考试）

和实践环节分别占比 ���、���和 ���。为充分运用互联

网技术，学习通是线上教学的主要途径之一，线上学习的时

长、作业完成质量和参与问答活跃度分别占比 ���、���和

���。本课程的线下课堂评分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两部分

组成，分别占比 ���和 ���。实践环节评分包括高层建筑结

构设计、构件选择评价、内力分析、仿真软件操作和模型制

作四部分，分别占比 ���、���、���、���和 ���。在实

践环节评分中，学生的协同合作能力、合作解决问题能力、

接受小组任务分配并完成的能力也应酌情考虑 >��。总之，课

程教学效果的评价要采用多元化、多层次、多阶段的考核体系，

全面、综合和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

5�结语

新工科视角下土木工程课程教学策略是非常有必要进行

革新的，以《高层建筑结构》课程为例，基于 2%(和 CDIO

的教学理念，提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考核体系的新型教

学策略。经实践证明，该教学策略可显著提高学生整体的专

业素养，同时，教师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学生学习兴趣更加

浓厚、专业知识更加扎实，真正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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