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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活动的课堂”钢结构教学改革简介 

 

自从 1996 年钢产量超过 1 亿吨以来，中国已经连续几年成为世界第一产钢

大国。世界钢铁协会日前公布，2014 年中国钢产量达到 7.6 亿吨，再次成为全

球第一大钢生产国，几乎占全球钢产量的一半。近年来，我国建筑钢结构行业获

得巨大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钢结构建筑，如国家体育场（鸟巢）、首都机场

等。 

钢结构课程包括钢结构设计原理、建筑钢结构设计、钢结构课程设计和毕业

设计等理论课程和实践实训环节，是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组成部分。钢结构课程

有着非常系统和清晰的理论体系，是一门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的课程。同时具有

非常明显的时代性，其设计理论、计算方法和设计途径都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不断

更新。围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的目标，通过“活动的课堂”改革教

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紧随工程发展脉搏，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是钢结构

教学团队在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方法改革方面不断努力的目标。 

 

图 1 跨专业协同设计的讨论会 



‐2‐ 

 

图 2 钢结构工程 BIM 建模 

课程团队经过四年的努力，在钢结构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实践教学、基地

建设、教材讲义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和探索，取得了优秀的成果。本总

结展示了近年钢结构教学团队关于钢结构课程教学方法和课程建设的一些成果

和经验，以其相互学习和促进。 

2015 年以来，与工程管理专业联合开设的结构工程 BIM 建模和造价方向，

进行跨专业协同设计，使学生的素质培养更紧跟专业发展前沿和工程实际需求。

钢结构毕业设计开展四年以来，教学效果良好，多人获优秀的成绩，已有 10 人

取得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创新奖，在学生群体中反响甚佳。 

1. 倡导“三维”教学模式，开展“活动的课堂”教学，改进教学方法 

为了适应钢结构的发展，课程团队对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改变传统

仅在课堂教学的单一方法，充分利用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和新兴传播媒体平台，提

倡“三维”教学模式。所谓“三维”教学模式是指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基地和媒

体平台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如图 4 所示）。充分利用实践教学基地，开展“活动

的课堂”教学模式，现场进行钢结构课程讲授，让学生更直观、贴近地认识钢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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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维”教学模式示意图 

 

（1）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营造活动课堂氛围 

为了配套专业课程教学，加强土木工程实践教学平台建设，课程团队精心设

计及建造了钢结构“节点苑”构筑物（如图 5所示）和建筑工程教学模型展示区

(如图 6所示)。 

“节点苑”钢构筑物是全钢结构的构筑物，主体为型钢柱和外伸钢梁及钢桁

架。构筑物柱顶标高为 4.960m，悬挑梁和悬挑桁架外伸长度为 1500mm。采用混

凝土十字基础梁的基础形式，南北向基础梁长度为 2500mm，东西向基础梁长度

为 3000mm。基础埋深 1.050m，承台高出地坪 0.250m。构筑物主要采用 H 型钢、

角钢等通过高强度螺栓连接、焊缝连接拼接而成。“节点苑”包含高强度螺栓连

接、角焊缝连接、对接焊缝连接、钢柱连接构造、梁-柱强轴连接构造、梁-柱弱

轴连接构造、次梁连接构造、变截面梁构造、骨式梁构造、蜂窝梁构造、梯形桁

架节点、三角桁架节点等多种连接构造形式，几乎囊括钢结构课程中要求学生熟

悉的节点构造形式。同时包括索膜结构和螺栓球网架结构等两种空间结构常用

的结构形式。自建成以来，“节点苑”构筑物迅速成为了钢结构课程及土木工程

其他相关专业课程有效的教学实践基地，深受师生欢迎和业内同行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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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节点苑”实践教学基地及授课场景 

 

建筑工程教学模型展示区展示了单层厂房钢结构可拆装模型、焊缝的缺模型、

焊接残余变形模型、螺栓连接受剪和受拉破坏形式模型、网架节点和支座模型等

教学辅助模型，为学生更形象了解钢结构基本构造和基本概念提供非常有利的平

台。 

（2）加强“第二课堂”建设，拓展教学活动内涵 

课题组充分发挥广工学子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动手能力强的有点，

基于学院的创想工作室平台，依托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成立了学生钢结构教学

模型 3D 打印创新工作组。基于 3D 打印技术与装配式建筑的构筑概念，以钢结构

重工业厂房为例，根据结构特点和传力路径，将厂房分为屋盖系统、厂房柱、吊

车梁系统、支撑系统等结构组成部分，利用自主研发的 3D 打印设备打印出各组

织部分的缩尺模型，通过螺栓连接等连接方式进行建筑结构整体装配。学生通过

研究和制造钢结构关键节点、整体结构的 3D 模型，能更好地理解钢结构课程的

重点和难点，有效地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寓学于乐。作为

活动课堂有机延伸，此教学形式生动形象、学生参与度高，学生反响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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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厂房节点 3D 打印模型 

 

图 6 重型厂房 3D 打印模型 

 

（3）创建学与教的互动平台，提高教学效率 

为了配合教学课堂进一步的延伸，课程团队充分利用网络共享资源和新兴的

传播媒体平台，结合传统的媒体平台，构建了钢结构课程网站（如图 9 所示, 

http://gjg.hjntmjx.com/）和与学生相互沟通的教学讨论平台，开发了“广工

大钢结构课程群”微信公众平台（图 10 所示），利用现今最常用的传播媒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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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共享钢结构课程相关资讯，分析专业相关信息，介绍钢结构行业的发展情况。 

 
图 7 钢结构课程网站首页 

  
图 8 “广工大钢结构课程群”微信公众平台 

2. 紧跟市场步伐，以工程需求促进教学内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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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专业技术的进步，专业课对专业基础课更新周期的要求愈

来愈短，更新内容的要求也愈来愈多，钢结构教学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现代钢

结构技术不仅涉及到传统的课程，而且涉及到断裂力学、损伤力学、结构优化等。

课程团队紧跟市场经济步伐，以工程需求为导向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和授课形式。 

为了配合钢结构课程的讲授，充分发挥多媒体在现代课堂的作用，课程团队

制作和开发了一系列钢结构 3D 动画和 FLASH 动画演示（共 97 个），合计时间约

85 分钟，内容涵盖钢材性能试验、焊缝连接种类、焊缝受力、螺栓受力、轴心受

力构件、受弯构件、偏心受力构件、节点设计、厂房结构和典型钢结构建筑等。

动画内容覆盖范围广，紧贴课程重点，联系工程实际。 

    

图 9 钢结构重工业厂房 3D 演示 

 

课程团队深入惠州丰源钢构有限公司和中建钢构有限公司，直接与工程单位

交流和讨论，了解业内发展情况，聆听校外专家对教学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图 10 钢结构生产工艺流程视频 

为了使学生更加了解钢结构的工程制作过程，拍摄了钢结构生产工艺流程的

视频资料，内容涉及钢结构制作的六个阶段：原材料准备、放样和号料、构件加

工、构件焊接、组装和油漆包装。原始视频拍摄长度达 1000 分钟。最后将按与

课程章节配套的内容完成影像资料的剪辑，具体分别为：焊接工字形柱制作、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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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柱制作、H型钢制作、变截面刚架梁制作、薄壁 C形钢冷弯制作、压型钢板冷

弯制作等。 

同时，课程团队还邀请校外导师来校进行讲座和毕业设计辅导，工程企业导

师和校内导师全程联合指导学生的专业课学习和实践教学，指导毕业实习和毕业

设计。这种“双导师全程式”联合培养，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图 11 校外指导教师进行毕业设计辅导 

 

3. 学研相互协作，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通过创新训练项目，开展创新教育，实现“理论是基础，实践是保障，创新

是重点，项目活动是载体”的创新人才培养思路，有效提高了学生的知识水平，

锻炼了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了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初步能力。 

 

图 12 钢结构支撑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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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团队指导学生积极参加钢结构相关学科竞赛全国高校学生钢结构创新

竞赛，仅 3年时间学生就获国家级奖 3项。2016 年-2018 年，课题团队指导土木

工程专业和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专业的学生组成跨专业团队，连续两年获

高校学生钢结构创新竞赛获得二等奖，一年获三等奖。 

 

图 13 参加第二届高校学生钢结构创新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