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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建筑力学与结构》

课程标准

一、前言

（一）课程性质

《建筑力学与结构》是建筑工程施工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能够使学生了解一般建筑结构的组成方式，具有明确的对建筑结构的受力性能分析的基

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具有对结构内力和位移的初步分析计算的能力，具有钢筋混凝土结

构的初步知识，能对一般的建筑工程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二）课程设计理念

《建筑力学与结构》课程基本理念遵循任务驱动原则，紧扣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目标，

校企合作共同开发课程内容，进行教学载体设计，编写项目驱动教材，制订课程评价标

准。

（三）课程设计思路

以建筑施工行业需求引领课程项目工作任务，以课程项目教学的工作任务选择课程

技能模块，以课程技能模块确定课程知识内容。将建筑力学与结构的基本知识、基本规

则、基本技能以及相关规范与条文循序渐进融于各项目之间及项目教学之下各模块之

中，并通过工作任务的分析与完成，全面而合理地覆盖建筑工程施工力学与结构领域所

涉及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也就是说，先获取技能，再体验知识。通过技能的学习过

程，来获取必需用的知识。

二、课程目标

（一）总目标

本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是以后专业课的重要基础，通过力学与结构的学习，掌握

基本结构的受力分析，结合工程实例加深理解，为以后工作中设计及施工打基础。

（二）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建筑构件的受力分析；掌握平面力系的受力平衡分析；理解构件的强度及承载

能力的简单计算、各类建筑结构构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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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能目标

具有对一般结构进行受力分析、内力分析和绘制内力图的能力；具有对常用建筑构

件进行简单的强度计算的基本能力，具有处理施工中有关结构问题的简单能力。

3.素质目标

具有勤奋向上、严谨细致的良好学习习惯和科学的工作态度；具有创新与创业的基

本能力；具有爱岗敬业与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公平竞争的意识；具有自学的能力；具有

拓展知识、接受终生教育的基本能力。

三、课程内容与学习分配

（一）教学内容选取依据

根据建筑行业对专业能力的需求，选用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的《建筑力学与结

构》，在结构方面,有建筑结构基本知识，涉及建筑结构概述、荷载、荷载效应及结构抗

力，在受力方面，有力和受力图、平面力系的平衡、构件的内力、强度和刚度计算等。

各章都增加了“思考练习题”项目,便于组织教学,提高教学效率。

（二）教学内容组织与安排

《建筑构造》理论课 120 课时

领域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课

时

建筑结构

基本知识

1.建筑结构概述

2.荷载、荷载效应及结构抗

力

了解建筑结构的概念和种

类；理解建筑结构设计的基

本原理，包括建筑结构的功

能要求、极限状态、荷载、

荷载效应和结构抗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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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受力

图

1.静力学基本概念

2.静力学公理

3.约束与约束反力

4.受力图

5.机构计算简图

熟悉力、平衡、刚体的概念

及力的性质；理解静力学公

理及应用；熟悉工程中常见

的几种约束，掌握其约束反

力的画法；能正确画出单个

物体和简单物体系统的受力

图；了解结构计算简图的简

化原则和简化方法。

10

平面力系

的平衡

1.力的投影

2.平面汇交力系

3.力矩和力偶

4.平面一般力系

能熟练计算力在直角坐标轴

上的投影，能用平面汇交力

系的平衡条件求约束反力，

能熟练计算力对点之矩，能

理解力偶的性质并运用到实

际计算中，能用平面一般力

系平衡方程求解约束反力。

16

构件的内

力、强度

和刚度计

算

1.杆件的变形

2.轴向拉伸与压缩

3.压杆稳定

4.梁的弯曲

能判断杆件的四种基本变

形，能对轴向拉（压）杆进

行内力和强度计算，了解压

杆稳定性的概念，能计算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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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中常见静定结构 的内力并画出内力图，能对

梁进行强度计算，了解工程

中常用静定结构组成及内力

特征。

钢筋混凝

土结构

1.材料的力学性能

2.弯曲构件

3.受压构件

4.受拉构件和受扭构件

5.裂缝和变形

6.现浇楼梯

7.预应力构件

熟悉钢筋混凝土结构材料的

性能；熟悉受弯构件、受压

构件、受拉构件和受扭构件

的基本概念和构造要求，能

够对受弯构件和受压构件进

行简单的设计计算；能处理

和控制结构找那个构件的开

裂和变形问题；了解预应力

构件的基本概念、预应力的

施加方法和预应力的损失问

题。

18

砌体结构

1.砌体材料

2.砌体结构的承载力

3.混合结构房屋

4.圈梁、过梁和悬挑构件

5.墙体的构造措施

能够区分砌体材料的种类、

特性和强度；认识圈梁、过

梁和悬挑构件，并能灵活运

用其构造措施；会分析砌体

构件受压破坏过程，归纳其

影响因素；会运用空间工作

原理分析房屋整体性能；能

对简单砌体结构房屋进行方

案布置，会计算墙、柱的承

载力和稳定性。

12

钢结构 1.钢结构概述 了解钢结构的特点和合理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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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结构材料

3.钢结构连接

4.轴心受力构件

5.受弯构件

应用范围；熟悉钢结构转给

你常用钢材的种类、规格、

性能、和质量要求，能正确

选用钢材；了解钢结构连接

的种类和特点；掌握焊接连

接和螺栓连接的质量要求和

构造规定；了解钢结构中基

本构件的类型、特点和应用

范围。

多层与高

层房屋结

构

1.多层与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2.高层结构布置的一般原则

熟悉常见多层与高层建筑结

构体系的组成、特点及构造

要求，了解高层结构布置的

一般原则

12

结构抗震

知识

1.地震基本知识

2.建筑抗震设防

3.建筑结构抗震构造

了解地震的概念及分类，理

解地震震级、烈度、抗震设

防烈度、结构抗震等级的概

念，了解建筑抗震设防目标、

分类及标准，熟悉不同建筑

结构形式的抗震构造措施。

12

四、实施建议

（一） 教材的选用

本课程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建筑力学与结构》

1、教材体现项目课程的特色与设计思想，教材内容体现先进性、实用性，典型产

品的选取科学。

2、体现与物理力学的联系性，其呈现方式应该图文并茂，文字表述要规范、正确、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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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学建议

1. 教学过程中把各种建筑力学与结构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应用到教学过程中。

2. 教学过程中要及时教授新知识，关注建筑结构的发展，及时将新知识新技术融

于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去。

3. 课堂教学要注意启发式，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反对注入式教学方法。学习时要

注意理解它的基本原理，掌握它的分析方法和解题思路，特别是要学会从这些具体方法

中学习分析问题的一般方法。然后，通过做练习来达到巩固和提高。

（三）教学基本条件

1、教学场所

多媒体教室，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图片、视频、多媒体课件

等提高学生对各种建材的认识，扩大课程资源的交互空间。

2、教学团队

本专业教学团队专任教师 6人，其中专业带头人 1名，80％以上教师具有双师资格。

团队的建设以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核心，以强化教师实践能力为重点，形成“双师

型”教师队伍的团队合力。

（四）考核与评价

本课程采用理论考核。理论考核分为期中和期末阶段性评价，采取笔试的形式,考

核内容侧重于建筑各个结构形式、基本力学原理、各种结构、力系的分析。

（五）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图片、视频、多媒体课件等提高学生对各

种建材的认识，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搭建远程教学平台，扩大课程资源的交互空间。本

课程将开发教学文档、讲义、课件、教材等资源。

五、编制说明

适用专业：建筑工程施工

专业组：汽修建筑教研组

制定人：王三青 王长江 刘源

审核人：董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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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日期：202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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