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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国家教育发展需要，在新型教育改革背景下，发展数字化课堂成为教学改革的新内容。二十大以来，

新时代课堂逐渐向高质量高层次方向发展，网络课堂教学发展迅速，新型课堂形式层出不穷，其中双师

课堂应运而生。随着双师课堂概念的提出，传统课堂的问题逐渐显现。本文以结构力学课堂为例探索

双师课堂背景下的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对传统结构力学课堂所显现的问题分析，基于土木工程所需要

的技术型人才要求，提出并逐步实施课堂教学的改革措施，满足新时代高质量教育发展，培养新型应

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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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ducation 
reform,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lassrooms has become a new content of teaching reform. Sinc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new era of classroom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 the direction of 
high quality and high level. The network classroom teaching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new class-
room forms emerge one after another, among which the double-teacher classroom has emerg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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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 momen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of double-teacher classroom,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have gradually emerged. This paper takes the structural mechanics class-
room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teacher 
classroo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structure mechanics classroom problems, and based 
on the civil engineering needs technical talents, put forward and gradually implement the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measures, meet the new era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cultivate 
new 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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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背景 

陈宝生在《开启建设教育强国历史新征程(人民要论·“十三五”辉煌成就·教育)》中提出“坚持内

涵发展，加快教育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把质量作为教育的生命线，坚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

回归初心、回归梦想。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掀起课堂革命，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1]。 
双师课堂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必然的，新课标提出教师应紧跟时代，在信息化时代，努力打造信息

化课堂。面对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匀的现状，双师课堂可以有效缓解教师资源紧张，教育区域差距大的问

题。信息化时代为其提供了教育技术支持，智慧课堂进入校园。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学者已经提出了“1 + 1 > 2”的协同效应理论。这一理论与双师课堂的

概念高度吻合。我国历史上的“朱张会讲”便是早期双师课堂的雏形[2]。我国高校教师在早些时候已经

展开对高校双师课堂改革的探索，其中李宝元、张灵通等人深切的剖析了传统课堂存在的问题，在 OBE
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教学改革思路，并探索了如何架构新工科背景下“结构力学”课程体系[3]。马彬、

张永、杨晶主要研究了线下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形成及原因，研究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

的具体内容，改革教学内容设计完善改革措施，探索所在高校的结构力学课程改革[4]。冉然、刘燕、周

楚兵在践行成果导向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从结果反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改革的步骤，同时针对所发现的

具体问题给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并且加以实施，通过分析改革后的效果，发现双师课堂确实综合性提

升了学生基础能力[5]。 
自此，大学课堂掀起了课堂改革的浪潮，在此背景下，“双师课堂”教学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2. “双师课堂”的定义 

双师课堂，顾名思义，就是由两位老师共同合作完成该学科的教学活动。早期高等教育中的“教授 
+ 助教”的课堂模式发展并形成了如今的“双师课堂”。其中包括两种主要形式[6] [7]。 

(1) 一位主讲老师加一位助教老师：课堂配备两名教师，一名主讲老师和一名助教老师，主讲老师主

要教授教学知识，而助教老师则是在一旁对难懂的地方进行演示帮助理解。 
(2) 名师课堂加一名教师：该形式配备一名教师以及一名线上名师，主要通过网络名师对课堂所讲的

内容、重难点进行预习、复习，而线下教师的作用则是在线下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检验，布置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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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改作业以及对学生在观看线上视频所存在的疑惑进行答疑解惑。 
双师课堂的两种教学形式，既有利也有弊，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在双师课堂的探索逐渐摸索总结

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3. 传统教学的问题 

结构力学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对于后续建模软件的学习和使用以及工作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工科背景下，传统老套的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需要，急需进行教学改革。

对传统教学模式分析，不难得出以下问题[3]-[5]。 
(1) 教学模式单一 
现在的教学模式基本就是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课后写作业的单一教学模式，老师讲的没劲，学

生学的乏味，课堂单调乏味，毫无创新可言。 
(2) 教学内容与实际工程脱节 
结构力学的课堂教学内容往往是根据课本而来，例题也是在理想状态下进行理想分析，不会考虑实

际环境的各种影响因素，从而导致在工程现场得出的结论与电脑的计算结果有很大的出入。 
(3) 学生参与感低，实践机会少 
学习，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只有真正的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由学生推进教学进程，才能称为

教学改革的成功。在传统课堂上，学生缺乏课堂实践，经验不足，这是传统课堂的一大弊端。 
(4) 唯成绩论思想严重 
成绩可以说是衡量学生在该教学阶段学习效果的标准，但成绩并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很多家庭、

学生、学校认为只有成绩好才是好学生好苗子，才会成才。这一思想和当代的教育评价模式有关，现有

的评价模式就是成绩，成绩高了，才能考上大学，才会有好的工作。 
综上所述，现有的教学课堂存在诸多弊病，教学改革急需进行。 

4. 教学改革方案 

传统教学课堂的诸多弊病阻碍了学生发展以及学科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总结了一些对解决问

题有利的教学改革方案如下[3]-[5] [8] [9]。 
(1) 丰富教学模式，创新课堂形式 
双师课堂概念的提出，正好给我们结构力学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结构力学课程具有连贯性强，

理论知识抽象，知识难度大的特点。我们可以采用双师课堂教学模式中的“线上名师与线下讲师协同教

学”的教学模式以及翻转课堂的模式。 
线上名师与线下讲师协同教学这一模式主要通过线上名师的讲解以及线下教师的讲解以及解决疑惑

来进行教学改革。以结构力学课堂为例，课堂分为课前预习，课堂教学以及课后作业三个阶段。课前预

习部分，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视频供学生学习，从而达到预习的效果，这是线上名师的一种具

体表现形式；课堂教学过程中，主要就是高校老师发挥主要作用，在课堂上与学生积极互动，穿插名师

视频帮助学生理解重点难点；课后作业则是老师布置作业批阅后，可以一对一教学，因材施教。 
我们还可以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创新课堂形式，让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人，学生通过网络学习对教学

内容进行预习，在课堂上进行讲解，老师对学生的讲解进行补充、纠错，从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学习理解。 
(2) 理论联系实际 
结构力学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公式计算、受力分析，进行结构的稳定性分析，从而确定结构的安全

性、可行性。在讲解计算方法的时候可以拿实际工程案例来进行，运用书本上的方法去验证，让学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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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本课程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空洞的教学内容容易脱离实际，理想状态只能出现在课本的例题中，只

学习理想状态的例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联系实际工程案例，让学生认识了解真实状态的工程条件才能

使学生在施工现场考虑问题更加全面，解决问题更加得心应手。 
(3) 增设实践课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有的大学课程中实践课程占有很小的比重，这并不满足新型实用型

人才的要求。在实验实践教学中，不仅要注重基础实验，还要设计一些创新性的实验内容，如结构动力

模型试验，通过构建小比例模型来模拟结构在动力荷载作用下的响应，研究结构的动力性能和抗震性能。 
(4) 多元化课程考核方式 
摒弃唯成绩论思想，优化结构力学课程成绩考核方式，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多方位全方面的对学生

进行评判。建立多种形式的考核机制，制定适合本校学生的考核内容。例如在期末考试试卷中采用开卷

或是半开卷的形式，在考试题目设置上不仅仅有教师出题，学生也可以进行现场出题，给定分值，学生

将题目写在试卷上然后求解，教师根据学生出题的难易程度和求解情况判分。在平时表现方面，不仅仅

是教师对学生课堂提问的情况，也可以加入学生提问的环节，对本节课的知识点的提问，学生与教师可

以共同进步。在作业方面，除了教师布置的作业外，让学生自己总结相关章节的重点和难点内容，总结

典型例题。除了常规评价外，增加学生间的互评环节与自评环节，互评在学生上课讨论中完成，自评在

每章结束进行，自我评价对本章的学习收获情况。 

5. 现实意义 

我校将结构力学作为双师课堂试点，开展为期一年的教学实验，将课程分为 A、B 班，A 班为传统

教学班，B 班为双师课堂改革实验班，两班教学内容一样，考试内容一样，进行改革实验，最后将历年来

的学习成绩与今年的成绩相对比，将改革以来的期中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进行 A、B 班成绩对比，

实验表明双师课堂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学生对重难点地理解更加透彻更加生动形象。

课堂上，学生的互动积极性明显提高，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也有勇气有能力在课堂上讲解题目，

加强了同学间地合作，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具体分析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eaching reform 
表 1. 教学改革效果分析表 

能力类别 实施前 实施后 提升情况 

学习主动性 被动学习 
参与性不强 

积极互动和讨论 
主动性增强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近
32% 

理解能力 课堂讲授的深度、广度有限， 
理解差 

多角度剖析问题 
理解更全面 

学生对核心概念的掌握提高
24% 

问题解决能力 思维方式单一 
解决问题能力弱 

多方位思考问题 
问题解决能力增强 学生解决问题能力提高 30% 

沟通与合作能力 学生间互动较少，沟通能力有限 经常小组讨论合作沟通能力提高 学生的沟通与合作能力提升
36% 

技术应用能力 对数字工具和技术应用不熟悉 频繁使用在线学习平台和工具 学生对技术的掌握程度提高
41% 

 
双师课堂的出现，让结构力学教学改革有了新的思路。双师课堂将结构力学的课程内容变得通俗易

懂，降低了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难度，全方位的提高了教学质量。双师课堂通过结合线上名师的理论知

识讲解和线下助教的实践操作指导，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深入的学习体验。这种模式有助于学生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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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掌握知识，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在双师课堂模式下，线上和线下教师可以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形成教学共同体。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有助于教师之间的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还能够促进教师专业技能

的提升。双师课堂的出现，极大的促进了教育公平，实现了现有教育资源的再分配，为贫困地区的教育

事业添砖加瓦。该教学模式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自主能力以及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6. 总结 

在双师课堂背景下教学改革热潮下，土木工程作为培养工程应用型技术人才的专业，对学生专业知

识的应用和创新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和翻转课堂对“结构力学”课程进

行改革与探索，既能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也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课程参与度，从而提

高教学质量，满足国家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和目标。此外，随着时代的进步，土木工程领域人才为适应

实际工程要求所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也在发生转变，因此只有不断地对土木工程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进

行改革与探索才能满足高校培养行业适用型人才的需求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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