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河子大学 

一类课程申报表 
 

 

 

 

 

              
学 院 （ 系 ）   水 利 建 筑 工 程 学 院    

课 程 名 称           钢 结 构 基 本 原 理        

课 程 性 质             专 业 基 础 课            

课 程 类 型  □理论课（不含实践）√理论课（含实践）□实践(验)课 

所属一级学科名称            工   学                

所属二级学科名称           土  建  类              

课 程 负 责 人             曾 晓 云             

申 报 日 期              二 00八年十一月          

 
 
 
 
 

石石石石    河河河河    子子子子    大大大大    学学学学    

二二二二○○○○○○○○八八八八年年年年十十十十月制月制月制月制    

 
 



 2 

课程名称 钢 结 构 基 本 原 理 课程类别 专业基础课 

课程性质 必修课 

总学分/

总学时 

64 理论学时 54 

实验学时 
（上机学时） 10 开课学期 第 6学期   

申报单位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结构教研室 

本科生 研究生 
面 向 学生 
情 况、学生

数等 约 160 人  

学生所 

在院系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申报理由（本

课程目前状

况：在国内高

校知名度、先

进性、教学建

设及教学实

施情况，重点

是课程体系

与教学内容

改革等） 
 

随着钢结构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钢结构》课程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其重要性和地位在不断地增强。国内各土木专业院校，均进行钢结构精品课程的建设和教学改革，课程的建设以及课程内容得到不断的完善。 《钢结构》是我校土木工程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课，自 1999 年被评为学院优秀课程以来，在学院大力支持和课程组全体教师共同努力下，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科研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 
一一一一、、、、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师资队伍师资队伍的建设的建设的建设的建设    课程组现有教师 6人，承担水利建筑工程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科技学院三个学院的《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层建筑结构》、《建筑工程抗震设计》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其中 4人为主讲教师，全体教师承担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的指导；课程组积极创造条件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制定了青年教师详细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并认真实施，加强了资深教师对青年教师一对一的传、帮、带工作；副教授 3名（其中 2人为硕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师），讲师 3名；博士 1名，在读硕士2 名，硕士 2 名；35 岁以下青年教师 3 人，占 50%，均为硕士毕业；平均年龄 36.7岁；3人毕业于外校（分别为西安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新疆工学院）；从 2005年至今发表科研论文 17 篇、教改论文 7篇，主持参与科研项目 6项、教改项目 2项。 
二二二二、、、、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    1. 1. 1. 1. 课程地位课程地位课程地位课程地位      1998 年全国高等院校专业调整后，《钢结构》课程分为《钢结构基本原理》和《钢结构设计》两部分，《钢结构基本原理》成为土木工程的各个方向的专业基础课之一，与《混凝土结构》、《建筑结构抗震设计》、《地基及基础》、《高层建筑结构》等专业基础课和主干专业课以及毕业设计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钢结构基本原理》是土木工程专业必修的核心专业基础课。 并且在专业调整后，本课程所涉及的结构种类更多，课程组及时进行了考试大纲、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在教学内容上得到更新补充和强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2.2.2.2.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理论教学理论教学      课堂教学以基本理论为主，重视讲透概念、突出重点、把握主线、实行精讲，恰当掌握讲授深度；并利用课程组研制开发的多媒体课件，增大教学内容的信息量，同时重视和发挥课堂讨论和习题课的作用，并布置相应的思考题和习题。 课程 1．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基础选修课、公共选修课、实习（实验）、设计（论文）、实践、专业方向课 

2．课程性质：必修课、选修课、实践环节、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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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理由（本

课程目前状

况：在国内高

校知名度、先

进性、教学建

设及教学实

施情况，重点

是课程体系

与教学内容

改革等） 

3.3.3.3.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主要包括课程设计、实习、毕业设计三个实践环节。《钢结构基本原理》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课程的宗旨。为此课程不断加大课程实践环节，在培养方案修订中课程设计不断加大时间，从原来的 1周增加到 1.5 周，并于 2007 年 4 月修订了课程设计指导书，内容由原来单一的钢屋架设计增加了钢平台设计。 本专业已与石河子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天筑建设集团、新疆体育中心，兵团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建立了教学实习基地，为学生认识实习、毕业实习、设计实践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学院建有 CAD实验室为学生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中所要求的电算及电脑出图提供了场所；石河子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为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提供了平台；学院还投入近 30万元购置了 PKPM结构设计软件系列（包括钢结构工程设计软件——STS），为进行更复杂的钢结构毕业设计创造了条件，同时培养了学生钢结构应用工程软件能力，提高了工程素质。 4.4.4.4.积极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积极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积极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积极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          本课程教学过程使用了多种教学方法：1）在课堂讲授时，注意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上一部分内容自然过渡到下一部分内容。2）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要求教师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结论和讨论”的思路，组织好课堂教学。3）多媒体课件演示：对于教学内容中的基本概念、计算方法和计算步骤等内容的讲解，以及一些复杂图形的模拟，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演示。4）充分利用实物和现场教学：在黑板上很难表达清楚的内容，结合教学模型和实际案例来组织课堂教学。5）自学和讨论：对于非重点、难点和描述性等教学内容，要求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做思考题和习题来完成。 5.5.5.5.考试形式多样化考试形式多样化考试形式多样化考试形式多样化      课程的基本内容采用闭卷考试；计算题量大，采用开卷考试；采用小设计的形式解决构件设计的综合性问题；采用写读书报告的形式让学生了解钢结构发展概况、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展趋势等。课程的考核在教学过程中分散进行，在期末给出总成绩，加强了对学生的平时考核。2004 年，课程组建立了钢结构课程试题库，为钢结构教学质量检验的标准化迈出了一大步。 
三三三三、、、、教学条件的建设教学条件的建设教学条件的建设教学条件的建设    本课程主要采用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魏明钟主编的《钢结构》教材，2002年 10 月第二版，自新规范修订后开始使用由刘声扬、王汝恒主编的《钢结构——原理与设计(精编本)》作为教材。利用学院投入近一万元购买的钢结构教学模型和课程组研制开发的的多媒体课件，配合课堂教学，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效果。课程组成员参与出版学术专著 2 部，自编讲义 1 部，制作课件 1套。 学院建有 500m2的结构工程实验室可满足本课程的实验教学要求。课程组编制了钢结构实验课程教学大纲和实验指导书，实验内容包括:钢结构受弯构件整体失稳试验、钢结构受弯构件局部失稳试验、钢结构偏压构件平面内及平面外失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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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出 生 
年 月 

职  称 职 务 
科研（教材） 
情   况 

开出其他课程 曾晓云 1977.8 讲师  

主持参与科研课题
5项、教改课题2项； 发表论文 1 篇； 编写教材 1 本； 

《水工钢结构》 《砌体结构》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 何明胜 1971.5 副教授 （国家一级 注册结构师）  
主持参与科研课题
3 项； 发表论文 11 篇； 

《水工钢结构》 《钢筋砼结构》 《计算机辅助设计》 陈燕华 1957.2 副教授 （国家一级 注册结构师） 教研室 主任 

主持参与科研课题
5项、教改课题2项； 发表论文 7 篇； 参编教材 2 本； 

《建筑结构抗震设计》 《钢筋混凝土结构》 《砌体结构》 《建筑工程事故分析与处理》 欧阳辉 1962.10 副教授  
参与科研课题 3 项、教改课题 2 项； 参编教材 2 本； 

《钢筋混凝土结构》 《高层建筑结构》 《计算机辅助设计》 金  瑾 1980.7 讲师  
参与教改课题 1 项； 发表论文 1 篇； 参编教材 1 本； 

《水工钢结构》 《计算机辅助设计》 

课 

程 

组 

人 
 
员 

高  丽 1981.5 讲师  

主持参与科研课题
3项、教改课题2项； 发表论文 4 篇； 参编教材 1 本； 

《砌体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计算机辅助设计》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职   称 职 务 所属课程组（教研室） 曾晓云 1977.8 讲师  结构教研室 何明胜 1971.5 副教授 （国家一级 注册结构师）  结构教研室 陈燕华 1957.2 副教授 （国家一级 注册结构师） 教研室 主任 
结构教研室 欧阳辉 1962.10 副教授  结构教研室 金  瑾 1980.7 讲师  结构教研室 

 

 

 
本 
 
课 
 
程 
 
教 
 
学 
 
 
 
 高  丽 1981.5 讲师  结构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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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名  称 发表年月 刊 物 名 称 刊物编号 作者姓名 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讨 2008.1 黑龙江教育 高教研究与评估版 何明胜 《建筑工程事故分析与处理》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2007.2 高等理科教育 教育教学研究 专辑（一） 陈燕华 浅议土木工程专业教学中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2007.6 石河子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 第 1期 陈燕华 钢结构课程教学的体会 2007.6 石河子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 第 1期 曾晓云 关于如何提高钢结构课程教学质量的几点体会 2007.12 中国水运 第 12期 金  瑾 土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8.2 高等理科教育 教育教学研究 专辑（一） 高  丽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课程教学探讨与实践 2008.6 高教文丛 第 6期 高  丽 
     

     

     

     

     

     

     

 
 
 
 
 
 
 
 
 
课 
 
程 
 
组 
 
教 
 
学 
 
研 
 
究 
 
论 
 
文 
 
发 
 
表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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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名  称 发表年月 刊 物 名 称 刊物编号 作者姓名 砌体结构下筏板基础厚度的优化设计 2005.10 石河子大学学报 第 5期 何明胜 矩形钢管混凝土抗弯刚度计算方法研究 2006.10 (EI 检索) 建筑结构学报 第 27 卷增刊1 何明胜 薄壁方钢管轻骨料混凝土短柱的轴压力学性能研究 2007.8 (EI 检索) 哈尔滨工业大学 学报 第 8期 何明胜 Calculation model of multi-bibbed composite wall structure  under transverse  loads  2007.10 ISTP 检索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eel,Space & Composite  Structures The 9th 何明胜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a multi-ribbed  composite wall structure 2007.10  ISTP 检索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eel,Space & Composite Structures The 9th 何明胜 密肋复合墙体轴压作用下受力及影响因素研究 2008.1 工业建筑 第 412期 何明胜 方形薄壁钢管轻骨料混凝土短柱轴压性能的试验研究 2008.4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第 2期 何明胜 新型复合墙体开裂荷载计算方法研究 2008.6 石河子大学学报 第 3期 何明胜 水平荷载作用下密肋复合墙体计算方法研究 2008.10 力学与实践 第 5期 何明胜 Study of Shear Bearing Capability to The new type composite wall with steel reinforcement concrete frame column 2008.1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for Young Experts The 10th 何明胜 砌体结构挑梁支承处裂缝机理及挑梁嵌固长度的探讨 2005.8 石河子大学学报 第 4期 陈燕华 蒸压粉煤灰砖的砌体性能与应用技术 2005.11 新型建筑材料 第 11期 陈燕华 某底商住宅楼不设沉降缝的结构措施 2005.12 石河子大学学报 第 6期 陈燕华 

 
 
 
 
 
 
 
 
 
 
 
 
 

 
课 

 
程 

 
组 

 
科 

 
研 

 
论 

 
文 

 
情 

 
况 

浅议结构工程师应重视的几个问题 2006.6 工业建筑 第 396期 陈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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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粘土砖的研制 2006.9 砖瓦世界 第 9期 陈燕华 不同间距对两相邻黄土公路隧道地震反应的影响 2007.12 石河子大学学报 第 6期 高  丽 基于 ANSYS的隧道减震措施研究 2008.3 石河子大学学报 第 2期 高  丽 
项  目  名  称 项目组成员 完成日期 鉴定单位 奖惩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围护墙多功能减震结构理论及试验研究” 

何明胜 曾晓云 高丽 

2008-2010 在研  校级自然科学与技术创新项目“方钢管混凝土受弯构件性能研究” 

何明胜 陈燕华 欧阳辉 

2005.12 石河子大学  校级自然科学与技术创新项目“新型复合墙体结构计算模型及理论研究” 何明胜 曾晓云 欧阳辉 

2006-2008 石河子大学  大学工科振兴科技行动专项“蒸压灰砂砖砌体力学性能及应用配套技术研究” 陈燕华 廖欢 曾晓云 

2007.12 石河子大学  大学高层次人才科技启动资金专项“新疆地震区隧洞抗震设计及减震技术研究” 高丽 陈燕华 曾晓云 

2007-2008 在研  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新疆钢结构建筑外墙围护材料应用的研究” 曾晓云 陈燕华 欧阳辉 2008-2010 在研  

 
 

科 
 

研 
 

成 
 

果 

大学高层次人才科技启动资金专项“高掺量粉煤灰烧结砖的试验研究” 陈燕华    2008.1-2010.1 在研  

名       称 编者姓名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使用情况 全国农业高等院校“十五”规划教材《水工钢筋砼结构》 陈燕华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年 良好 防治混凝土渠道冻胀破坏技术 欧阳辉 新疆科技出版社 2004 年 良好 
教材建 
设（含 
讲义教 
学辅导 
及实验 
教材） 钢结构课程设计指导书 曾晓云 石河子大学 2008-2009 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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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编者姓名 
批准立项

单位 
出版时间 
（预定） 

是否为校、市、国家

级重点教材 全国农业高等院校“十五”规划教材《水工钢筋砼结构》 陈燕华 中 国 农 业出版社 2006 年 是 
 
 
规 
划 
教 
材 
      

使用教辅工具 
名称 

配合使用 
课程情况 

面向学生班级 
（代号、人数） 

使用 
效果 

其 他 多媒体课件 课堂教学 土木工程 04 级、05 级 约 210 人 农田水利工程 04 级 05 级 约 140 人 良好  

教学模型 课堂教学 土木工程 04 级、05 级 约 210 人 农田水利工程 04 级 05 级 约 140 人 良好  

 
 
现 
代 
教 
育 
技 
术 
运 
用 
 
 PKPM 软件系列—STS（钢结构设计软件） 毕业设计 土木工程 01 级、02 级、05 级 约 35 人 良好  

实 验 名 称 
是否为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 

相关课程 开出率 
开 出 
质 量 土木工程专业课程设计“单层厂房钢屋盖设计” 否 钢结构   材料力学 结构力学 100% 良好 

教 
学 
实 
验 
开 
出 
情 
况 

农业水利工程专业课程设计“露顶式平面钢闸门设计” 否 钢结构   材料力学 结构力学 100% 良好 

实 验 名 称 
是否为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 

相关课程 开出率 
开 出 
质 量 钢结构受弯构件整体失稳试验 否 钢结构   材料力学 建筑材料 结构力学   钢结构受弯构件局部失稳试验 否 钢结构   材料力学 建筑材料 结构力学   钢结构偏压构件平面内及平面外失稳试验 否 钢结构   材料力学 建筑材料 结构力学   

 
在 
建 
或 
准 
备 
开 
设 
实 
验 
 土木工程、农业水利工程专业课程设计“钢平台设计” 否 钢结构   材料力学 结构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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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方 
法 
改 
革 

1111....注重课堂教学内容的逻辑性注重课堂教学内容的逻辑性注重课堂教学内容的逻辑性注重课堂教学内容的逻辑性、、、、及时性及时性及时性及时性    在课堂讲授时，注意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上一部分内容自然过渡到下一部分内容，使学生思路清晰，易于掌握。注重知识基本点、重点、难点和方法的讲授，及时补充有关钢结构新材料、新形式、新工艺不断涌现发展的内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 
2.2.2.2.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要求教师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结论和讨论”的思路，组织好课堂教学。并善于运用模型、录像等教学手段，积极引导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他们学会思考、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3.3.3.积极采用多媒体教学来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积极采用多媒体教学来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积极采用多媒体教学来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积极采用多媒体教学来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    对于教学内容中的基本概念、计算方法和计算步骤等内容的讲解，以及一些复杂图形的模拟，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演示，引导学生进行形象思维，加深对基本概念的理解。 
4444....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理论联系工程实践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理论联系工程实践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理论联系工程实践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理论联系工程实践    充分利用教学模型和实际工程案例来增强学生对规范和构造规定的理解。同时，注重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重要性，培养学生使用规范和设计手册的工程实践能力。 
5.5.5.5.自学和讨论自学和讨论自学和讨论自学和讨论    对于非重点、难点和描述性等教学内容，要求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做思考题和习题来完成。自学效果通过讨论、提问、批改作业等方式予以检查。 

考 
试 
改 
革 
情 
况 

1111、、、、目前钢结构考试主要存在以下弊端目前钢结构考试主要存在以下弊端目前钢结构考试主要存在以下弊端目前钢结构考试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1）重知识轻能力、考试范围狭窄 2）主观性自由发挥题少 
2222、、、、钢结构考试改革的具体方法钢结构考试改革的具体方法钢结构考试改革的具体方法钢结构考试改革的具体方法    1）考试形式多样化 课程的基本内容采用闭卷考试；计算题量大，可采用开卷考试；采用小设计的形式解决构件设计的综合性问题；采用写读书报告的形式让学生了解钢结构发展概况、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展趋势等，以考查学生的独到见解，培养创新能力。 2）考试内容注重能力的培养 考试既考基础知识，更考理解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3）考试贯穿于课程教育的全过程 课程的考核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分散进行，在期末给出总成绩，加强对学生的平时考核。 2004 年，课程组建立了钢结构课程试题库，为钢结构教学质量检验的标准化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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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研 究 开 展 情 况 是否定期形成制度 是 

研 究 计 划、内 容 实 施 情 况 1.教研室有完善的教研活动制度；坚持每 2周一次教研活动，主要涉及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实践性教学内容及改革、教学观摩、教学方法手段等领域。 配合学院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收集了国内外同类高校相关专业的资料，反复修订，形成了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新人才培养方案突出实践教学，强调学生自学与动手能力的培养。《钢结构》课程设计时间从 1周增加到 1.5周。 2、理论教学环节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课程组严格执行大学和学院下发的文件和制定的制度。每学期都积极组织课程组教师互相听课，尤其是听优秀教师和青年教师的课程，促使大家提高教学质量和增强教学责任心，锻炼青年教师的开课能力，教学效果明显提高，学生反映良好。  
青年教师在学院教学观摩 比赛中获得好成绩，教学水平提高； 1 名青年教师晋升为讲师，并获得硕士学位；1名教师 获得博士学位。 3. 在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项目的申报方面积极鼓励和引导中青年教师参加，鼓励他们争取和承担教学研究项目。 承担校级课题：土木工程专业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研究，2007.4-2008.12； 承担校级课题：石河子大学精品课程建设项目《混凝土结构》，2006.1-2008.12。 

开出课程、讲座名称 次/年 地点 参加学生人数（约）效果 地震基础知识（主讲：陈燕华） 1 绿 3-103 约 80 人（效果较好） 
组织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社会实践项目

名称 
次/年 地点 

参加学生人数（约） 
效果（获奖情况） 开设混凝土偏心受压实验的可行性研究 1 新疆 5 人（效果较好） 环境、生态与西部大开发中小城镇建设 1 新疆 2 人（效果较好） 暑期毕业实习 1 新疆 每年约 130 人（效果较好） 

 
第 

 
二 

 
课 

 
堂 

 
教 

 
学 

 专业认识实习 1 新疆 每年约 130 人（效果较好） 
姓  名 校  级  奖  名  称 等  级 获奖时间 陈燕华 2008 年度石河子大学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优秀奖 2008.7 陈燕华 2007 年度石河子大学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优秀奖 2007.7 

 
 
 
 
 
 
 
 
 
 陈燕华 2006 年度水建学院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优秀奖 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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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华 2006－2007 学年水建学院教学效果优秀奖 优秀奖 2007.7 高丽 2008 年度水建学院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优秀奖 2008.7 欧阳辉 2008 年度水建学院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优秀奖 2008.7 陈燕华 2007 年度石河子大学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2007.1 曾晓云 2004-2005 学年水建院青年教师教学观摩比赛 三等奖 2005.5 高丽 2007-2008 学年水建院青年教师教学观摩比赛 三等奖 2007.10 
姓  名 国家级、省、部委级奖名称 等 级 获奖时间 授奖部门 何明胜 北方寒区室外排水工程设计及施工研究，获兵团第一届建筑业昆仑杯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2006 兵团 

 
 
 

课 
 

程 
 

组 
 

教 
 

师 
 

获 
 

奖 
 

情 
 

况 
 
 
 
 陈燕华 蒸压灰砂砖代替烧结普通砖使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三等奖 2007.9 农八师 

成  果  名  称 获奖时间 授奖部门 等级 项目组人员 学院 2006-2007 学年“教学效果优秀奖” 2007.7 水利建筑工程学院 优秀奖 陈燕华 2007 年度校级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2007.7 石河子大学 优秀奖 陈燕华 
 
 

教 
学 
成 
果 
奖 

 
 2008 年度校级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2008.7 石河子大学 优秀奖 陈燕华 

教  材  名  称 获奖时间 授奖部门 等级 编著者 优秀 
教材 
奖      

成  果  名  称 获奖时间 授奖部门 等级 项目组人员 
其他 
奖励      



 12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和步骤 

课程建设的目标课程建设的目标课程建设的目标课程建设的目标和步骤和步骤和步骤和步骤                            为了加强土木、水利类专业的基础理论教学，打好专业基础知识，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钢结构基本原理》课程必须进一步加强教学改革，做好课程建设工作，积极开展课堂教学研究，改进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为此，课题组结合本课程的教学、师资、科研、教研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本课程的今后五年的课程建设发展规划目标。 1）加强对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通过教学研究的开展，提高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热情，使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课程建设、教材建设适应面向 21世纪应用型人才培养，近 5 年内争取校级以上教研项目 1项、校级教研项目 2项，校级教学成果奖 1—2 项。 2）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从思想品德和学术水平两个方面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铸造一支敬业垂范、“教书育人”教师队伍。5年内培养博士 1名，引进博士 1名，晋升教授 1名，副教授 1名，使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进一步提高。  3）教学课件的不断改进与完善。为适应目前高校向大众化、素质化教育方向发展，教学课件须进一步充实改进，并具有针对性与时代性，不断提高教学课件的质量。 4）加强科研力度。鼓励教师申报各级科研课题，使科研工作更好的为教学工作服务。力争 5 年内完成申请校级项目 2项，人均发表学术论文 1篇/人年。 5）加强第二课堂建设。通过第二课堂建设使学生更好的了解并掌握钢结构基本构件的设计以及在工程建设中的实际运用，以激发专业学习兴趣。 6）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和实践教学工作。今后 5年课程组加强对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和实验教学改革工作，充分利用学校下拨资金，开设实验，并进一步开展对实验教学的改革，结合实验技术的发展，开放实验室，使所开出的实验更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7）加强本课程试题库的建设。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试题库并增加试卷库。 8）本着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建成一套内容丰富、便于学习的基于校园网的课程网络辅助教学系统，定期更新，保证网络畅通。 

本课程已经上网资源及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 

网上资源名称列表 

1．教学大纲（√ ）；教案（√）；习题（√）；实验指导（√  ）； 

参考文献目录（√ ）；网络课件（√ ）； 

2.其他内容： 

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    2009 年 12月底前，教学资源全部挂网运行； 2010 年 12月底前，完善网络课件并挂网运行； 2011 年 12月底前，补充、更新网上教学资源； 2012 年 12月底前，教学扩充性资源、部分教学录像挂网运行； 2013 年 12月底前，完善、优化网站，建成一套内容丰富、便于学习的课程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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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项 
 
目 
 
内 
 
容 
 
摘 
 
要 

 

1111、、、、在基础理论与工程实际在基础理论与工程实际在基础理论与工程实际在基础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结合结合结合的教学的教学的教学的教学方面具有方面具有方面具有方面具有一定一定一定一定优势优势优势优势    课程组成员中有 2人为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师，具有丰富的实际工程设计经验，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222、、、、课程教学注重点与面的有机结合课程教学注重点与面的有机结合课程教学注重点与面的有机结合课程教学注重点与面的有机结合    教学过程中，注重将课程的知识点与专业课相结合、课程实习点与专业相结合。并在教学中结合专业课的特点深化和丰富课程的内涵，使教学内容更加充实。 
3333、、、、课程建设良性循环课程建设良性循环课程建设良性循环课程建设良性循环    课程组有一支结构合理、爱岗敬业、教学质量稳定的教师队伍。形成了教学和研究的良好氛围。实践性教学环境良性发展，利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创新精神。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科学多样，构成了传统教育与创新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学 
 
院 
 
推 
 
荐 
 
意 
 
见 

 
 

中国钢结构的蓬勃发展，急需大批具备钢结构设计和施工能力的技术人员，土

木工程专业对钢结构方面的知识要求越来越高。《钢结构基本原理》是土木工程专

业重要专业基础课程，肩负着向学生传授钢结构基本知识和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动

手能力的“实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任务，是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 

同意申报校级一类课程。 

 
 
 
 
 
                              学院领导（签名）：                  
 
                                          公章：                 
 
                                                2008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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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评  定 A B C A B C 

师 资 条 件 自 评 9 2     

教 学 条 件 自 评 4 3     

教 学 过 程 自 评 5 1     

教 学 效 果 自 评 11 1 1    

小        计 29 7 1 

 

专 

 

家 

 

组 

 

评 

 

定    

 

 

专 

 

家 

 

组 

 

评 

 

审 

 

意 

 

见 

 

 

 

 

 

 

 

 

 

 

 

 

 

 

 

 

 

              专家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主管校长签名：                  

                              （教务处代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水利建筑工程水利建筑工程水利建筑工程水利建筑工程    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2002002002008888 年一类课程建设工作具体负责人年一类课程建设工作具体负责人年一类课程建设工作具体负责人年一类课程建设工作具体负责人    

信息表信息表信息表信息表    

    
 

 

 

 

 

 

 

 

 

 

 

 

 

 

 

 

 

 

 

 

 

 

 

 

 

 

 

 

 

 

 

 

 

姓名 部门 学历 职务 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曾晓云 水利建筑 

工程学院 

硕士研究生  2082565 13999734412 zxy-sh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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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33： 

石河子大学本科一类课程评价指标等级标准  
一、师资队伍  M1＝0.20     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            AAAA 级级级级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CCCC 级级级级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系数系数系数系数    MijMijMijMij    自评自评自评自评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意见意见意见意见    学校评学校评学校评学校评    价组评价组评价组评价组评    定等级定等级定等级定等级    职称结构 

高、中、初级职称人数协调，且高职称比例≥50％ 

高、中、初级职称人数基本协调且高职比例≥30％ 

1.2 

A   

 年龄结构 

年龄老、中、青比例适当，学术、教学梯队情况良好，且高职平均年龄≤45岁 

年龄老、中、青比例基本适当，梯队建设有规划 

 

1.2 

A   

 学历结构学历结构学历结构学历结构* 

青年教师(≤35 岁)硕士以上学历所占比例≥
60％ 

青年教师（≤35 岁）硕士以上学历所占比例≥
40％ 

 

2.2 

A   

学缘结构 

非本校毕业的教师人数占本课程组教师人数比例≥40％ 

非本校毕业的教师人数占本课程组教师人数比例≥20％ 

 

1.2 

A   符合岗位资格的教师≥
95％ 

符合岗位资格的教师≥
85％ 主讲教师主讲教师主讲教师主讲教师* 教授、副教授均为本科生授课 

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率≥95％ 

3.0 A   师资培养 
有合理的培养计划，措施落实效果显著 

有培养计划，措施能够落实，有一定效果 

 

2.0 

A   基础课≥40％ 25～30％ 参加科研（教材）教师人数比例 专业课≥80％ 40～50％ 

 

2.4 

A   教育教学教育教学教育教学教育教学研究论文研究论文研究论文研究论文 发表情况发表情况发表情况发表情况* 

近三年中，在公开出版刊物上发表论文年人均 0.6篇以上 

近三年中，在公开出版刊物上发表论文 0.3 篇以上 

 

2.6 

B   

学术论文 

 (近三年) 

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0.6；专业课≥1.2(论文系国内外公开发表) 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0.4；专业课≥0.8(论文系国内外公开发表) 1.2 

A   

科研获奖 
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0.4； 专业课≥0.5 

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0.2； 专业课≥0.3  
1.2 

B   开课能力 

讲师以上教师开 2 门以上课程人数占课程组讲师以上人数比例≥70% 

本课程组中级以上教师都能开出其他相关课程（含选修课） 

1.8 

A   

二、教学条件  M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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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            AAAA 级级级级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CCCC 级级级级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系数系数系数系数    MijMijMijMij    自评自评自评自评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院院院院、、、、系系系系        意意意意        见见见见    学校评学校评学校评学校评    价组评价组评价组评价组评    定等级定等级定等级定等级    教材及参考书 

选用 21世纪、“九五”优秀教材比例≥50%； 有配套的辅助教材及参考书，反映地方特色的自编教材或讲义 

选用 21世纪、九五优秀教材比例≥30%； 有适用的自编讲义 

 

2.4 A   

教材规划及实施 

重视教材建设，有很好的规划，获国家、部委、市、校级重点教材立项支持，实施情况良好 

教材建设有规划，并能逐步实施，规划教材按期出版 

2.6 B   

教学文件教学文件教学文件教学文件与教学与教学与教学与教学 资料资料资料资料* 

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齐全，教师明确教学要求，必要的习题集、讲义、试题库等教学资料完备 

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齐全，教师基本明确教学要求，教学资料基本完备 

3.6 

A   

实验教学配合情况 

任课教师与实验教学人员能定期开展教学研究，深入现场，使各实验教学环节完成情况良好 

任课教师与实验教学人员能定期开展教学研究，深入现场，完成实验教学 

2.2 A   

实验开出率及质量 

全部开出大纲要求的教学实验，质量居同类院校前列 

全部开出大纲要求的教学实验 

3.0 B   

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综合性、、、、设设设设计性实验计性实验计性实验计性实验的课程占的课程占的课程占的课程占有实验的有实验的有实验的有实验的课程总数课程总数课程总数课程总数的比例及的比例及的比例及的比例及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例≥80％，注意用科研成果更新教学实验，效果良好，开放实验室，受到学生欢迎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比例≥40％--60%，有开放实验室 

4.0 

B   

实验教材教学文件与资料 

有完整、系统、能反映培养能力的自编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 

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等配套齐全 

2.2 A   

三、教学过程  M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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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            AAAA 级级级级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CCCC 级级级级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系数系数系数系数    MijMijMijMij    自评自评自评自评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学院学院学院学院    评定评定评定评定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学 校学 校学 校学 校评评评评    价 组价 组价 组价 组评评评评    定 等定 等定 等定 等级级级级    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学内容
* 

按教学大纲和课程要求组织教学，内容充实，能反映学科前沿知识，更新课程内容，把素质教育、道德教育、创新教育贯穿于教学过程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有计划，有措施 

 

5.0 

A   

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教学方法
* 

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培养，在某一教学环节改革中，效果显著 

积极探索并开展教学方法改革，认真抓好每一个教学环节，有利于学生能力培养 

4.2 

A   

教学组织 

能有效地组织教学，衔接过渡自然，有条理，逻辑性较强 

 能有效地组织教学 

 

3.2 

 

A   

双语教学 
课程使用双语教学，比例达 50% 

一门课程部分内容使用外语授课，比例达 20%以上 

1.5 

B   

教学手段 

能灵活运用各类教具，科学合理使用多媒体，课件制作较精细，参与多媒体课件大赛 

采用现成的教具，有
CAI 课件和制作应用
CAI 课件的能力 

3.4 

A   

教研活动 

 

领导重视，定期开展教研活动，教研活动有记录。帮助青年教师履行教师规范、掌握教学规律，提高教学效果 

开展教研活动有计划，有实效 

 

2.7 

 

A   

 

 

 

四、教学效果  M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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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            AAAA 级级级级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CCCC 级级级级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系数系数系数系数    MijMijMijMij    自评自评自评自评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院院院院、、、、系系系系        意意意意        见见见见    学校评学校评学校评学校评    价组评价组评价组评价组评    定等级定等级定等级定等级    
讲课质量讲课质量讲课质量讲课质量* 

在规定学时数内完成教学要求，有一定深度与广度，讲课具启发性，促进学生分析问题能力提高，优秀学生钻研有余地，近四年期中教学检查成绩优良，人均得分位居前列 

在规定学时数内完成教学要求，认真讲课，受到学生欢迎，近四年期中教学检查成绩合格 

 

5.6 

A   

辅导、答疑及作业批改 

批改作业认真及时，定期辅导答疑，习题课能采用启发、讨论的方法 

批改作业及时、认真，根据教学进度和教学要求，及时进行辅导，答疑 

 

3.2 

A   

考试环节 

做到考教分离，期末考试分 A、B卷，试题质量高，充分反映学生学习情况 

期末考试分 A、B卷，试题符合考试大纲要求 

 

3.0 

B   

考试改革考试改革考试改革考试改革* 

对考试内容、方式、方法积极进行改革，对促进教学质量提高取得一定效果，受到学生和教学管理部门欢迎 

积极探索考试内容、方式、方法改革，并逐步实施，对促进教学起到较好作用 

 

3.4 

A   

第二课堂的组织指导 

开出该课程的系列讲座，积极组织指导学生课外学习和科技活动，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 

对本课程学习开出辅导讲座，根据要求组织指导学生课外学习和科技、社会实践活动 

 

2.8 

A   

教学态度教学态度教学态度教学态度与教书育与教书育与教书育与教书育人人人人* 

备课认真、充分，工作负责，为人师表，关心学生的品德、学风，严格要求，把好考试关 

认真执行学校有关教师工作规范，做好本职工作，注意教书育人 

 

4.8 

A   

后续课程评价 

多数学生能掌握基本要求，有一定灵活应用能力 

多数学生能掌握基本要求 
 

2.0 

A   

毕业班学生反映 

学到了基本内容，学到了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多数教师管教管学，教书育人 

讲课清楚，掌握了基本知识 2.8 

A   

教学成果 

近两年有二分之一的教师获得校级以上(院级一等)教学成果奖 

近两年有三分之一的教师获得校级以上(院级一等)教学成果奖 

 

3.0 

C   



 20 

    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评价项目            AAAA 级级级级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CCCC 级级级级    标标标标    准准准准    权重权重权重权重    系数系数系数系数    MijMijMijMij    自评自评自评自评        等级等级等级等级    院院院院、、、、系系系系        意意意意        见见见见    学校评学校评学校评学校评    价组评价组评价组评价组评    定等级定等级定等级定等级    学生评价 
学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评价，效果较好 

学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评价，效果良好 

 

2.0 

A   同行评价 
同行对教师的业务水平进行评价，效果较好 

同行对教师的业务水平进行评价，效果良好 
3.0 

A   专家评价 
专家对教师的教学进行综合评价，效果较好 

专家对教师的教学进行综合评价，效果良 
2.2 

A   领导评价 

管理人员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效果较好 

管理人员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效果良好 

 

2.2 

A   

 

一类课程评审指标说明一类课程评审指标说明一类课程评审指标说明一类课程评审指标说明    

一类课程评价体系共有一级指标 4个，评价项目 37 项，划“*”的项为

核心项目（H）共 10 项，并给出 A、C两级标准，介于 A、C级之间的为 B级，

达不到 C级的为 D级。A≥22、H≥7或 A≥18、H≥9，且 C≤8，D＝0方可认

定为一类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