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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平法识图与手工计算》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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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针对在《钢筋平法识图与手工计算》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从学生、教师、课程、教学模式四个角度

来思考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依据其问题，从教学资源、教师、教学模式的角度进行反思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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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Drawing and Manual Calculation of Steel 

Reinforcement by Flat Method", and considers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students, teacher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its issues, reflect and improv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ers, and 

teaching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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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钢筋平法识图与手工计算》是以满足工程造价员须

承担岗位任务的课程，但学生在本课程学习过程中总会感

到枯燥，对教材中生硬的公式和图像毫无兴趣，丧失学习

激情和动力。并且本课程知识点相当精细，学生需要对分

散知识点有机结合才能学以致用
[1]
。在以往教学方式过于

单一，仅仅通过教师板书或教材表述，在学生脑海中的呈

现就会非常模糊，随时出现知识断层，难以继续。而完课

后，学生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储备、专业技能、合格的职业

素养等条件，以社会岗位匹配为导向，构建由独立知识体

系到多向拓展连结的宏观知识。因此，教师在本课程教学

过程中须不断对教学问题进行反思。 

1 教学问题 

1.1 学生的问题 

（1）学生基础薄弱，还处于中学阶段的管教式学习

阶段。 

（2）学生知识面较为单一，难以通过其他科目或课

程来解决本门课程的问题。 

（3）学生对本课程所涉及的范围没有清晰认知，对

自己目前进行到的学习环节无认知。 

（4）学习方法刻板，强行记忆晦涩难懂的公式，不

去理解公式背后的逻辑。 

1.2 教师的问题 

（1）教师因执业原因，未能充分到企业或项目锻炼，

无一线实践经验，因此在课堂上呈现出纸上谈兵的教学状态。 

（2）教师教学方式未能引入项目案例，只是枯燥“翻

译”教材文字，代入感不强。 

（3）教师教学方式单一，崇尚理论教学，轻视实践

培养。 

（4）教师不能串联各散乱知识点。 

1.3 课程的问题 

《钢筋平法识图与手工计算》教学内容多，主要涉及

混凝土柱、梁、板、剪力墙等内容，在混凝土结构中涵盖

得较为全面，基本囊括了该岗位以后能面对的工程内容。

可是该教材大部分都在呈现不同情况下的公式内容，更像

是一本工具书，让学生在不同使用情景下对号入座，查阅

公式。并且其内容牵涉的知识面较广，学生从单一课程角

度来理解时，难以从局限的视角下完整理解各构件中钢筋

布置的问题，且教材无法系统全面地将结构概念和施工质

量需求呈现在教材中。 

1.4 教学模式的问题 

教师几乎是采用“灌输”教学为主，按照教学计划固

定版式进行，完全没有照顾到学生的接受程度
[2]
。例如，

框架柱纵向钢筋计算公式中需要扣减箍筋部位的尺寸，由

于教师的熟练便一句带过，可是学生却容易停留在这里。 

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后，没有及时上手实操识图，特别

是在地下室顶板结构施工图中，可以遇到很多梁构件平法

识图问题。所以学生常会认为已经学到了知识点，已经掌

握了要点，可是对钢筋的在构件不同部位的保留与取舍考

虑不周而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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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学内容的问题 

（1）课程可能过于侧重理论知识的讲授，而忽视了

实践操作的重要性。导致学生虽然理解了相关概念和公式，

但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无法熟练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2）内容更新不及时：随着建筑行业规范和技术的

不断发展，相关的标准和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教学内

容没有及时更新，可能会导致学生学到的知识和方法已经

过时，不符合当前行业的实际应用需求。 

（3）《钢筋平法识图与手工计算》课程主要针对建筑

工程领域，专注于教授如何识别和理解建筑结构图中的钢

筋配置信息，以及如何进行钢筋数量的手工计算。这门课

程的核心内容是建筑结构设计和施工图纸的解读，特别是

钢筋的配置规则、符号标识、计算方法和施工细节等。由

于课程的专业性和针对性较强，它可能会忽视跨学科内容

的融入。例如，对于建筑材料学、工程力学、土木工程技

术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可能涉及较少，而这些学科的知识对

于深入理解钢筋的作用机理、优化结构设计等方面是非常

重要的。同时，跨学科的内容如可持续发展、绿色建筑理

念、智能化施工技术等也鲜有涉及，这些内容对于培养现

代建筑工程人才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是非常有益的。 

2 反思经验 

2.1 从教学资源角度反思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教学资源早已不同往日，教

师的教学手段应该将新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领域，一方面

方便了教师的教学，另一方面教师在具备计算机图像信息

处理能力的同时也叠加了学生领会知识要点的可能性，其

次引用网络手段克服了教学的时空困难，例如学生对教学

资源多样性需求，音频视频及动画呈现、VR 虚拟仿真、

在线课程等
[3]
。尽管软硬件资源较为丰富，可是在教学环

节依然出现问题，并作如下反思： 

（1）资源与教学需求不匹配。一所高职院校学生人

数大致为五千至两万人，建设管理学院还是建造学院在都

会某些课程中存在学科知识的交叉，因此对实训实操都有

需求。在学生人数众多的情况下，难以完全照顾其实训实

操的课程安排。所以，为了兼顾学生学习效果，可以扩建

实训室操基地，或者开设合班进行交叉实训。 

（2）在软件的使用过程中，实用性强的软件几乎都

需要付费，学生可以在学校提供的平台免费使用软件辅助

教学，可是课后想要在私人电脑端使用软件便要付出高额

成本，大部分学生会使用网络破解版——这种方式风险较

大，软件容易出错，误导学生，加大学习难度。所以，对

于软件使用的覆盖性应限时限量扩大至学生私人电脑端，

使学生学习更加畅通。 

2.2 从老师角度进行反思 

（1）学期之初，教师应利用网络平台资源，为学生

推送学前课程资料，用以支撑后续的课程开展，为其打下

基础。 

（2）课程开始之初，教师须将本门课程所有目录式

大纲呈现给学生，让其明白本学期所有课程的内容导航，

做到心里有数，需要学习哪些部分或领域的内容。例如，

按构件类型划分的柱、梁、板，以及按钢筋类型划分的纵

筋和箍筋。 

（3）由于某些知识点涉及到其它课程中的内容，老

师须将其它课程的可见或教材提前推送给学生，尽可能让

其提前预习或者作为遇到难点时的查询工具。而在其后的

教学环节中，教师以问题为导向适当引导学生切入要点，

这样才能使学生更能理解
[4]
。 

（4）课程途中，切忌让学生刻板地记忆公式，工科

教材的公式本就项多生涩，如果不从背后逻辑理解清楚，

根本无法有效运用。因此，公式拆解尤为重要，将化繁为

简运用到公式理解中。公式中的每一项可能都会涉及到一

个知识要点，而这些知识要点并不完全来自于理论，极有

可能是出于对实践环节的需求，所以在课堂呈现必要的项

目特点不可或缺。对于牵涉面较广的内容，在课堂上通过

虚拟仿真和理论解释都掌握得不好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利

用工地课堂模式对学生针对性授课——为学生无色合适

的实践项目，直接将课堂搬到工地，参与某个环节的工艺

实施。 

（5）在日复一日的教学过程中，老师已经对知识点

烂熟于心，可大部分老师并未脱离教材，只不过是复制了

前期的内容，甚至都与行业发展完全脱离，只顾“书面教

学”。所以，老师须时刻关注本行业专业的发展状况，一

旦有新技术新理念出现时，应充分地开展教师实践活动，

这样才能让教授的知识匹配当前行业发展。 

（6）对于知识点牵扯其它专业时，教师也有可能在

有限知识储备的情况下无法完美解答。这时就需要教师多

渠道寻求帮助，例如找涉及专业的老师解答、查阅涉及专

业资料文献、参与涉及专业的项目实践等，以此来拓展知

识领域，也为后期执教提供更多可能性。 

（7）课程结束前，为学生留设引导性问题，比如本

堂课完成了框架柱纵筋工程量计算，可以为学生呈现出框

架柱箍筋的计算公式，让学生以本堂课学后的逻辑来再次

理解不一样的公式，尝试着以自己的知识去解答公式问题，

带着动机去提前预习下一节课的内容。 

2.3 从教学模式角度进行反思 

 
图 1  教学模式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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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引用实际项目 

完成理论知识学习后，知识点还处于凌乱无联系状态，

学生还不能将其合理串联。这时引入实际项目案例是最好

的时机。学生已经有了基础的知识储备量，可以将现学的

知识应用于工程实例，在实例中才会遇到有价值的问题，

教师再运用自身的实践经验为学生提供现实解决难题的

办法
[5]
。这些难题会有一部分是项目特例，在理论知识学

习阶段无法涉及，只能通过模拟项目的方式来呈现。例如，

地下室外墙部分，为了减缓覆土对墙身的角隅受弯影响，

可能会布置角隅钢筋，这类钢筋较为少见，但依据设计企

业标准可能会有严格要求。因此引入项目实例，可以让学

生见识行业更多内容，也可以在其心中埋下知识的种子。 

（2）教师与学生共情，因材施教 

高职院校学生层次较多较复杂，能力水平也参差不齐。

可是同出现于一堂课之上，难免有学生跟不上教学节奏，

但教学是以学生为本，须时刻保持对学生神态言行的观察。

即便是简单的知识概念也需要教师不断重复、不断解释，

随时作好学生“掉队”的准备，也随时作好能将他们拉回

课堂的准备。在课后建立落后学生的学情台账，可在后续

课程教学中重点关注其学习情况的反馈。 

（3）建立学习帮扶团队 

由教师牵头成立学习帮扶小组，测验排名靠前的同学

帮扶排名靠后的同学，或分组建立组内一对一帮扶，以一

个月或一学期为周期进行测验积分。 

（4）教师引导，共同参与知识创新 

教师鼓励学生发挥联想、角色互换，如果学生作为第

一人称来编写本门课程教材，在教材的大纲、知识点呈现、

文字描述、习题安排等方面会有哪些思考。让学生站在学

生的视角来重头梳理一次教材内容，并经过反向思考如何

呈现，在此基础上学生对知识点有哪些深刻体会，可以通

过知识创新优化方式提出来。 

2.4 从教学内容角度进行反思 

（1）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加实际案例分析，

让学生通过具体的工程案例来理解和掌握识图和计算的

方法。可以引入一些经典的工程案例，让学生分析其中的

配筋设计，增强学习的实践性和趣味性。 

（2）更新教材内容：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新的设

计规范、材料和技术不断涌现。教材应当及时更新，反映最

新的行业标准和设计要求，使学生能够学到最前沿的知识。 

（3）强化软件教学：虽然课程名为“手工计算”，

但在现代建筑工程中，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结构设

计软件被广泛应用。因此，可以适当增加这些软件的教学

比重，教会学生使用专业软件进行配筋设计和计算，提高

他们的工作效率。 

（4）增强交互式教学：采用小组讨论、翻转课堂等

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课程学习，提高他们的思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可以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论，或者

让学生自己上台讲解某个概念或计算公式，增强学生的参

与感和自信心。 

（5）定期测验与反馈：通过定期的小测验来检验学

生的学习效果，并及时给予反馈。这不仅能帮助学生巩固

知识点，还能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调整教学

计划和方法。 

（6）增设实践环节：可以安排学生到工地现场参观学

习，或者在实验室进行模型制作和加载试验，让学生亲身体

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实际应用，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2.5 从教学评价角度进行反思 

在实际的课堂教学评价中，教师应对学生的评价工作

形成充分认识。在对学生展开评价时，教师应结合学生的

学习态度、学习积极性等进行充分分析，从学生的课堂参

与度、完成项目情况以及综合能力的提升角度，对学生展

开多维度的分析，开展生生互评、师生互评等模式，强化

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实现学生主体地位的提高
[6]
。 

3 结语 

总之，教学反思不能单单从学生和教师的层面来开展，

毕竟教学环节除了主体以外，还有教学模式也无形之中影

响着教学效果。《钢筋平法识图与手工计算》是一门实操

性较强的课程，不能单纯以理论教学为重点，而忽视实践

在本课程中的重要效果。教师教学应针对不同学生、不同

情况、不同学习阶段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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