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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木工程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建筑物的防灾减灾，特别是地震灾害，而理解地震灾害知识和掌

握结构抗震设计方法是保证结构安全的重要途径。《抗震工程学》是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

必修课之一，对于培养掌握抗震设计计算方法的专业人才有着重要作用。“OBE”教学模式以学生为

中心，以成果为导向，可有效推动本门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本文以“OBE”理念为基础，从教学

内容、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对《抗震工程学》教学改革进行探索。在研究过程中，首先以教

学大纲和培养方案为依据，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将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设计和优化调整；然后借

助多种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线上平台构建“第二课堂”，建立线上、线下多元融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最后，利用实际工程设计资料，提出“案例教学 + 项目驱动”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本

项目拟采用的教学内容模块化设计、案例教学及线上线下多元融合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在课程教学过

程中探究教学新思路，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提升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理论水平和实

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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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of buildings, especially earthquake disasters, is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that the civil engineering industry is facing. Understanding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knowledge and mastering the structural seismic design methods are important ways to ensure the 
structural safety. “Earthquake Engineering” is one of the compulsory courses for master’s students 
in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that 
should master seismic design calculation methods. The “OBE” teaching model is student-centered 
and results oriented,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course. 
Therefore,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Seismic En-
gineering”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the re-
search process, based on the teaching syllabus and training plan,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course is modularized and optimized for adjustment; Then, with 
the help of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this paper fully utilizes online platforms to build a “second 
classroom” and establish a blended teaching model that integrates online and offline elements; Fi-
nally, a teaching method of “case teaching + project driven” is proposed using actual engineering 
design material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e modular design of teaching con-
tent, case teach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ethods proposed in this pa-
per are conducive to exploring new teaching ideas in the course teaching process, improving teach-
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enhancing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civil engineer-
ing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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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设“双一流”高校和打造“新工科”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方向。随着社会经济的

不断发展，我国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在这一背景下，各高校积极创新教育理念，全面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致力于为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新工科”的提

出，不仅仅是对传统工程学科的延续，更是对当今工程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积极回应[1]。土木工程专

业作为新工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具备现代工程技术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层次人才的重任[2]。 
土木工程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涵盖了建筑、交通、水利、环境等多个领域。随着我国基础

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土木工程专业在培养人才、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土木工程专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许多挑战，尤其是地震灾害的防范和应对问题。我国是一个地

震多发的国家，地震灾害对工程结构的影响巨大[3]。因此，如何在土木工程学科中有效融入地震防护的

知识与技术，培养具备扎实抗震工程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工程师，成为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一

个重要课题[4]。 
《抗震工程学》作为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之一，课程内容涵盖抗震计算理论、抗震

设计要求和指导思想、常见工程结构的抗震设计方法等，旨在帮助学生全面理解工程结构抗震设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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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识，掌握地震作用的计算方法和设计准则，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因此，如何提升本门课程的

教学质量，成为土木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一项关键任务[5]。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技术的不断创新，传统的教学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

背景下，“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基于成果的教育)理念应运而生[6]。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
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并以学习成果为导向，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发展和实际成果[7]。其目的是通

过设计和实施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与素养。该理念强调教育

质量与学生学习成果的紧密关联，尤其在工程学科的教学中，OBE 理念的引入能够更好地与行业需求接

轨，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8]。 
《抗震工程学》课程本身涉及的学科知识繁杂，既包括理论的深度分析，又包含大量的工程实践，知

识面广，学习难度大[9] [10]。此外，课程中涉及大量的规范条文和具体的工程技术要求，这对于研究生的

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了提升课程教学质量，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必须从教学内

容、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探索与改革[11]-[13]。结合 OBE 教育理念，探索更加适应现代

教育需求的教学模式，已成为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第一，OBE 理念将学生置于教育的中心，着重评

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这为课程创新的教育评估理念及教学实施过程的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二，OBE 理念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参与度，而本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为理念的融合提供了基础。

最后，OBE 理念打破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要求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进行相应的教学设计。 
国内外对 OBE 理念在高等学校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本科教育，对于

研究生教育，特别是民办高校的研究生教育，OBE 理念的应用分析较少，需进行深入研究。故本文针对

课程特点，主要考虑从以下方面进行课程的改革工作： 
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需要对《抗震工程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更加精细化的设计。在保持课

程原有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内容，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核心知识。同时，结

合当前结构抗震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更新课程内容，确保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 
其次，在教学模式方面，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探索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传统教学

模式以线下课堂教学为主，但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引入线上教学平台，形成“第

二课堂”。“雨课堂”作为一款创新的线上教学平台，可有效地将传统课堂与在线学习结合到一起，为学

生提供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学生可以在线上平台上进行课后的自主学习和复习，教师可以通过线上平

台进行答疑和反馈，提升了教学互动性和灵活性。 
再次，加强实践教学也是提升《抗震工程学》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土木工程是一门实践性较

强的学科，学生的学习不仅局限于教材上的理论知识，还需要通过适当的实际工程项目来加深对知识的

理解与掌握。通过选取典型的抗震设计案例，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分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可以培养学

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综上所述，提升《抗震工程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既需要在教学内容上进行创新和优化，又需要在

教学模式上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教学方式，还要加强实践教学的深度和广度。通过这些教学改革措

施，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为我国土木工程行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 

2. 《抗震工程学》课程改革的建设思路 

2.1. 教学内容的模块化设计 

教学内容的模块化设计是指将教学内容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结构划分为若干相互独立的模块，每个模

块具有相对完整的知识点或技能内容，能够独立进行教学和学习。各个模块之间可以独立呈现和分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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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但模块之间又通过一定的逻辑关系和顺序进行组织，确保课程内容的连贯性和系统性。模块化设计

要求教学内容具有层次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授课教师和学生可以根据需要对这些模块进行选择、组合

和调整。 
本文通过分析大量同类教材的教学内容，以西京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为

依据，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将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设计和优化调整，拟定的教学内容模块化

设计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odular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图 1. 教学内容模块化设计 

2.2. 线上线下多元融合的教学模式 

线上线下多元融合的教学模式结合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优势，通常采用线上学习平台和线下教

学活动相互补充的方式进行。线上部分一般包括自学、讨论、授课视频、作业、测试等，通过网络平台提

供教学资源；线下部分则包括课堂授课、实践活动、面对面交流等，强调师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两者

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进度和效果评估等方面实现有效协同，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

学习路径和方式，授课教师可以根据学习数据和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本文根据课程初步拟定设置的概念设计、抗震设计理论、工程设计及结构试验四大教学模块，通过

课前教学引导、课中共同探索、课后教学提升，形成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如图 2 所示。 

2.3. “案例教学 + 项目驱动”的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 + 项目驱动”通过具体的工程案例，帮助学生理解和应用理论知识，而项目驱动则通过

实际的项目任务，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两种教学方式结合起来，既能加深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也能提升实际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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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Online +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图 2. 线上 +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 

 
本项目拟以案例分析为导向，以工程项目为驱动，将理论知识和工程项目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学生学

习的主观能动性，培养综合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切实做到以项目为主线、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方式。本文以多层砌体结构的抗震设计为例介绍了“案例教学 + 项目驱动”的流程，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Case teaching + project driven 
图 3. 案例教学 + 项目驱动 

3. 课程改革成效 

本门课程在开展教学改革后，已经应用了一个学期。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雨课堂可以利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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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进行课程的预习、复习，并根据国家规范/标准、教材内容完成课堂作业和测验，最后结合完成质量

开展自我评估。线下的教学环节，课程紧贴学校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到一起，

教学内容言之有物，将理论知识更好地融合到项目案例中，切实提升了课程的教学质量。 
进行教改前后的最终成绩和实践成绩对比情况如图 4 和图 5 所示。由图 4 中数据可知，2023 级共 14

名同学参加考试，90~100 分数段共 3 人，大多数同学(6 人)的成绩在 70~80 分数段；2024 级共 13 人参加

考试，大多数同学(8 人)的成绩在 90~100 分数段，仅 5 人的成绩在 80~90 分数段。这些结果表明通过课

程改革，极大提高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成绩提升明显。但从实践角度考虑(图 5)，2023 级在 90~100
分数段的学生人数为 8 人，占比更大，而 2024 年在 80~90 分数段的人数更多，说明本次教改对实践环节

的成绩提升不明显，这可能与教改后实践环节的专业性更强有关，需要增强后续的理论教学环节对实践

教学内容的融合。 
 

 
Figure 4. Changes in student achievement 
图 4. 学生成绩变化情况 

 

 
Figure 5. Changes in student practical achievement 
图 5. 学生实践成绩变化情况 

4. 结语 

本文以西京学院土木水利专业的必修课程《抗震工程学》为例，分析了“双一流”和“新工科”背景

下，基于“OBE”理念的教学改革探究和效果。我们将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更深入地分析教学过程出现

的问题，根据结果来反思教学的不足，将更多、更贴合教学内容的工程案例融入到课堂中，继续优化，

培养具有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的土木水利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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