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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木本科生结构抗震

基础知识培养的思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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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 建设工程学部工程抗震研究所，辽宁 大连１１６０２４）

摘　要：为加强土木类本科生结构抗震领域基础知识的综合培养，提升相关课程的授课效果，提出了一种课堂授课
与学生实践小组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即以任务为导向，以取得创新性的成果为激励源，以研究生助理、网络平台、创新性

实践计划为支撑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关键词：结构抗震；教学改革；综合能力；实践环节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０－００６３－０３

综合能力是当前教育领域的一个热词，在不同学科里有着各自的内涵。在结构抗震防灾领域，综合

能力体现在方方面面。如业界从业人员要有抗震防灾知识与分析评价综合能力、在校学生要有基本概

念及基本实践运用的综合能力、普通大众也要有抗震救灾基本知识及应急防护的综合能力等，这也正是

结构抗震作为一个涉及面广泛的交叉学科的具体体现。

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课程的知识点散、与其他课程间体系较为脱节是当前抗震方向专业课教学的主

要问题［１］。分析主要原因，从学生角度来看，地震成因分类、地震载荷作用、结构抗震基本分析方法、抗震

构造都是相对新的概念与知识，与以静力学体系设计为主的本科教学相比较，抗震领域的新概念一时无法

与现有本科阶段知识建立关联并应用于课程实际。如果没有合适的途径，难以使学生产生学习、运用及回

顾反复体会的热情，从而难以产生兴趣，为学而学；从教师角度来看，大部分专业教师都具有相对丰富的业

内知识，但如何将专业领域的成果融汇到本科教学中有些困难，尤其是适合本科阶段基础知识系统培养的

抗震教材较少，或体系比较陈旧，一般局限于规范规定的关于抗震概念及设计的基本内容，难以将学生更

为感兴趣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抗震新领域与新方法灌输进去；从课程本身来看，结构抗震作为一门专业课，

虽然从抗震防灾领域来看非常重要，但从课程规划的角度来看，过于局限于课堂教学的授课设计，抗震设

计方法也过于传统，实践环节缺失严重，且其中核心的结构抗震设计部分与其他专业课的课程设计部分重

复，从而学生缺乏重视，学完后很快淡忘。因此，有必要调整这一课程的教学思路与目标设定。

在各专业课已有相关抗震设计的情况下，结构抗震作为一门单独课程，其内容应该更为广泛，注重

动手动脑能力的培养；应更关注规范中结构抗震设计等后续应用，如减震、安全评价、监测技术等，优化

授课手段，学生更易有兴趣。但也有人认为，这些内容应该是研究生阶段的学业要求，不适合本科生层

次。其实，只要授课内容、授课方式、授课平台搭配恰当，是利于本科生兴趣培养的。将研究生课程中的

一些专业基础知识从实践环节的角度列入本科教学［２］，加深本科生的参与程度，加深本科生对这一领

域的宏观了解，对于学生继续读研或走向工作岗位是非常有利的。本文将从问题、思路以及具体实践的

角度探讨土木本科生结构抗震基础知识体系的综合培养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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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科生抗震课程设置与创新性人才培养间的不协调
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２０１１年福岛核事故都是地震灾害或由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的具体体现。地震灾

害的巨大破坏作用使政府主管机构、业界单位更为关注结构抗震的重要性，也使防灾减灾这一专业方向

热了起来。正是就业的导向性作用，许多设计单位、工程单位有倾向性地储备抗震领域的人才。这一点

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生就业中可见一斑。

抗震专业的研究生主要来源于土木或水利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许多学生在本科阶段，甚至没接触

过动力概念，抗震领域的基础知识只能在研究生阶段学习与积累，专业工作开展较慢。相反，那些本科

阶段思维活跃、参加过抗震实践类活动或者在这方面动脑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往往发展较快。这基本上

也反映了专业基础有时决定未来，创新性人才也多来源于此。

行业就业要求或将来就读抗震专业的研究生，更好地服务于未来发展，都需要本科阶段有较为扎实

的专业基础和积极的实践能力。这一步走好，可以提早满足岗位要求，或者快速进入研究生状态，加快

创新进程。但纵观本科阶段结构抗震领域的专业课程，灌输式教学仍占主导，学生的专业知识存在脱离

工程实践的情况，效果不佳。实际上，该课程是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综合性的，体现在设计与评价阶段的

多方面，同时对从业工程人员的“抗震概念”也有较高要求，因为从业工程人员需要依据自身的专业知

识和经验，做出适当的判断、提出合理的措施建议。这些综合能力是需要长期实践积累的，而学生阶段

的综合能力的基础式培养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抗震领域涉及的学科较多，基本概念也多，对学生综合领会与综合运用的能力有一定要求。甚至其

中很多概念介于定量与定性之间，容易让学生感到无所适从。若单纯课程灌输，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佳。

那么如何上好土木本科生抗震基础知识培养这门“课”，如何将实践环节与授课环节衔接，将实践教学

落到实处都是需要关注的环节问题。

２　本科生抗震基础知识培养的课程规划思路
授课是解决个性与共性的问题。新知识是客观存在的共性内容，而学生则是各自不同的个性对象，

如何使个性的学生能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吸收共性的新知识是教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为达到对新

知识熟练掌握的目的，课堂授课与实践环节是相辅相成的两条途径。课堂授课中对抗震概念的理解记

忆是积累的具体体现，实践环节又会加深这种记忆，并提升对概念的理解层次，更好地反映在实践环

节中。

图１　抗震领域基础知识培养图

对于新知识，一般认为，兴趣浓厚、

理解记忆、反复运用并经常回忆，同时

视听结合多途径指向同一概念，可取得

理解记忆的良好效果。这凸显了如下

信息：兴趣是学习的前提；途径包含多

个方面，如合适的平台、团队协作、任务

推动、答辩验收等；具体手段包括以研

究生作为辅助指导的概念剖析训练、简

单易操作的实验与数值分析等；从易处

着手，立足于当前的知识积累，由易渐

难；核心是多途径提高学生抗震实践能

力，综合体现在概念、计算能力、实际动

手能力等多方面。整个思路如图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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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本科生抗震基础知识培养的实践与思考
笔者近年来承担建筑结构抗震、港工建筑物抗震、工程抗震实践概论、ＡＮＳＹＳ力学分析与应用等相

关本科课程的授课任务，并一直努力探索提高授课效果的途径。从效果角度来考量这些措施和途径的

有效性，其中尝试过多种模式，这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首先，将课堂授课与兴趣小组相结合［３］。主要是按照教学任务书和教材内容划分一些“兴趣点”，

如地震灾害分类与措施实例、人工波拟合、隔振技术与数值模拟等，并在开课之初确定学生分组。按正

常教学进度，在相关知识点讲解后，安排小组人员结合自己的兴趣点在课余实践，做小组汇报，并纳入最

终成绩考核。如学生搜集到资料，直观地演示了复杂的地震反应过程，加深了学生的理解。虽给了学生

一些压力，但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使学生利用各种途径搜集整理书本外的信息，拓展了知识面。同时

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如受限于总课时，无法与学生的实践环节工作进行深入沟通、没有使学生系统整理

成果、没有途径介入学生小组的课外实践活动。

其次，结合大工本科生的创新性实验计划，对上述模式进行了深化。考虑到参加创新性实验计划的

部分学生与结构抗震课程的学生重合，而他们有较强的积极性，就将一些研究生的课题任务难度弱化，

用于深化兴趣点小组建设，以任务为驱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建立了人工波高效拟合、建筑物折坡

状建基面抗滑稳定、动力方程的隐显式求解与高效算法、隔振沟的模型设计与优化四个小组。研究生作

为助理参与小组活动，同时辅助网络平台建设，分享共性经验。这些小组的研究内容相对更为宽一些，

需要一定的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也比较有兴趣。从课题任务出发，这些学生在课堂上也总是积极

参与问题讨论，不知不觉地加大了课堂授课的理论深度。

再次，从解决问题、实现任务的角度着手，重在基本性问题的探究，课堂与实践环节都鼓励学生的创

新精神，尤其是对基本理论模型、分析方法和抗震措施的把握，并鼓励运用不同的分析软件，尝试对结果

的合理性进行探讨，逐渐形成了以任务为导向的启发式教学［４］，使学生主动思考，努力创新教学模式，

而且往往最终会形成一定的成果，如软件著作权等，这对学生而言也是乐见的。

最后，在授课过程中，注重效果和学生感受的反馈，主要集中在支持手段以及具体的指导建议上。

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如大三的结构抗震专业课亦可与创新性实验计划、毕业设计形成一个有机链

条，使学生结合未来的发展，尽早系统性地得到创新性的专业的实践训练，成为具有专业基础知识的创

新性人才。

４　结语
结构抗震是本科阶段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现实情况是教得累，学得也累，学生掌握与综合运

用的效果不佳。本文结合笔者自身尝试的一些实践改革途径，提出了理清专门课程与其他课程设计中

抗震的重复内容，以课堂教学与实践小组相结合的模式，以任务为导向，辅以多种支持手段，以成果汇报

为激励源，注重学生综合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在实际教学中，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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