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力学  教案

一、授课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建筑力学 模块名称
平衡状态下典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

受力分析 项目名称
基本力学状态分析与

计算

授课班级 2023级智能建造班 授课学时 2 授课日期 第二周

授课地点 Q1-413 授课形式 理论课程 考核形式 考试

二、教学分析

教学

内容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育标准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本着“必须、够用”的原则，

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主旨，将《建筑力学》课程进行项目化分解。建筑力学包括力学基本概念、物体受力分析与结构

计算简图、平面力系合成与分解、杆件变形形式、截面图形的几何性质、平面体系几何分析、静定结构内力分析等。



分析

本教案教学内容是：模块一：平衡状态下典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受力分析→项目一：基本力学状态分析与计算中，力在直



角坐标上的投影计算。

专业教学内容 思政教育内容
掌握力的投影公式，合力矩 /



定理的运用

学情分析

【知识和技能基础】学生在学习本节内容之前，已经学过《建筑工程制图》课程，了解影子和投影概念，同时具备手工绘图和

计算能力。

【认知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初高中阶段已经掌握特殊角度的三角函数值，上节课学生已经掌握力的三要素，力学四公理。能运

用平行四边形定理求解合力或分力，具有一定的力的合成与分解的知识。

【学习特点】本节课内容简单，运用的知识点绝大多数是初高中学生学过的内容，但是本节计算方法是后续课程的基础。要求

所有同学会计算分力或合力。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学生在学习本节课知识的同时也要养成自主探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态度。

【知识目标】掌握力的分解和合成、合力矩定理。

【能力目标】能正确计算力矩的大小、判定力矩、力偶的方向、熟练运用合力矩定理。

教学重点 力的投影

解决措施
教师通过板书讲解、向学生演示力的投影计算方法，并总结计算

流程。
教学难点 合力矩定理的运用

三、教学策略
（一）教学设计理念
教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兴趣，课堂上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互动，引导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

进行扩展延伸。

（二）教学方法

【教法】启发法、讲授法、演示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等

【学法】自主学习法、探究学习法、参与互动法



（三）教学资源与手段
教材：《建筑力学与结构》，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著者：王洪波、张蓓、薛倩，2020年 1月第3版。

参考资料：《建筑力学》沈养中著；《建筑力学》姜海丽著；《建筑力学基础》宫素芝等著；

网络资源：学习通已开通《建筑力学》线上课程。

四、教学过程

教学实施流程图

（一）课前预习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资源及思政



课前复习（10分

钟）

教师让同学复习上节课讲解

的力的三要素、力的基本原

理等理论知识。

教师课堂抽取

学生进行提

问，考察学生

上节课学习情

况。

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

学生在掌握力学基本原理的

基础上，才能开展进一步的

教学活动。

培养学生尊重科学，

追求真理的精神。

（二）课中内化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手段及思政

任务导入（10分

钟）

教师通过两张图片，让学生

思考投影和影子的区别，回

顾《建筑工程制图》的知

识。

使用学习通投

屏PPT课件，

教师提出问

题：对比投影

和影子的区

别。

学生通过回忆，回答什么

是投影，投影和影子的区

别是什么？

通过直线的投影引出本节课

程力的投影。

通过回顾，培养学生

温故知新的意识。

知识讲解（30分

钟）

掌握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

讲授力的投影概念、应用、

计算程序和合力投影定理。

【知识回顾】

教师教学生利

用两个直角三

角形记忆特殊

角的三角函数

值，学生掌握

角的正弦、余

学生掌握力的投影计算公

式，能从数学角度和力学

角度理解公式推导过程。

使学生掌握力的投影计算公

式，能够运用合力投影定理

求解实际问题。

教师通过讲授法、演

示法向学生展示公式

推导过程。



弦的定义，便

于求力的投

影。【师生互

动】教师讲授

力的投影定

义，应用，并

总结计算程

序。

教师示范（10分

钟）

通过学习通 app向学生投屏

课堂训练1、2题。

教师通过训练

1、2的讲解，

让学生深入理

解力的投影，

掌握力的合成

和分解。

学生通过训练1、2题巩

固力的投影概念。
力的投影概念的深入理解

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

题的能力。

学生练习（15分

钟）

通过学习通 app发布课堂训

练3、4题

教师发布课堂

实训任务

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实训 3、4题，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之间可以互

相讨论。

绝大多数学生掌握力的投影

计算，并能正确运用合力投

影定理求解题目。

培养学生百折不挠的

抗挫折能力。

成果展示（15分

钟）

展示部分学生的实训 3、4题 教师选取优秀

学生的实训练

习，引导学生

讲解其实训成

学生通过展示实训成果，

扮演教师的角色，给其他

学生讲解习题，增强对知

识的掌握程度。

所有同学掌握本节知识。 培养学生语言组织能

力、表达能力等。



果。

（三）课后巩固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手段及思政

课后作业（10分

钟）

教师课后通过学习通 app发

布作业

教师对学生作

业进行评价，

总结分析学生

的易错点。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

业

巩固对力的投影公式的熟练

程度。

培养学生自觉学习的

意识。

五、考核与评价
教师对课堂表现优异、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的同学给予加分，并将其作为过程评价的一部分。

六、课后反思

授课实效
本节知识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绝大多数知识点应用的均是学生已学过的知识，因此多数学生已经掌握力的投影、合力投影定

理的应用，能够独立的解题。少数学生对于特殊角的三角函数记忆不熟练，需要加强记忆。

特色创新 采用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展示自己，通过学生展示，验证教师教学效果。

存在不足 通过批改学生作业发现学生出现如下问题：1.x和 y轴投影函数值选取不对；2.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记忆不牢固；3.计算出错。



改进设想 在学习通 app上发布课外习题，供有兴趣的学生自主练习。



  建筑力学  教案

一、授课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建筑力学 模块名称
平衡状态下典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

受力分析 项目名称
平衡条件下构件及结

构体系的受力分析

授课班级 2023级智能建造班 授课学时 2 授课日期 第五周

授课地点 Q1-413 授课形式 理论课程 考核形式 考试

二、教学分析

教学

内容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育标准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本着“必须、够用”的原则，

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主旨，将《建筑力学》课程进行项目化分解。建筑力学包括力学基本概念、物体受力分析与结构

计算简图、平面力系合成与分解、杆件变形形式、截面图形的几何性质、平面体系几何分析、静定结构内力分析等。



分析

本教案教学内容是：模块一：平衡状态下典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受力分析→项目三：平衡条件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受力分



析中，构件受力的简化分析。

专业教学内容 思政教育内容
掌握力的平移和平面一般力

系的简化计算
引导学生全面看问题，培养学生抗挫折能力。

学情分析

【知识和技能基础】学生在学习本节内容之前，能熟练运用力的投影公式，掌握基本的力学原理。

【认知和实践能力】学生已具有一定的力学基础，能区分力、力矩的区别，能计算力对某点的矩，具有力学计算能力。

【学习特点】本节课内容原理简单，实操性较强，要求学生必须动笔计算且计算正确。本节内容是后续平衡方程的基础。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抗挫折能力，培养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知识目标】掌握力的平移原理，理解平面一般力系进行简化。

【能力目标】能正确运用平面一般力系的简化求解实际问题。

教学重点 力的平移 解决措施 教师通过讲授法、演示法向学生讲解力的平移过程，要求学生掌

握力平移的本质。教师通过实训任务的讲解，给学生讲述平面一

般力系的简化，要求学生能自主完成后续实训任务和课后作业。教学难点 平面一般力系的简化计算

三、教学策略
（一）教学设计理念
教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兴趣，课堂上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互动，引导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

进行扩展延伸。

（二）教学方法

【教法】启发法、讲授法、演示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等

【学法】自主学习法、探究学习法、参与互动法

（三）教学资源与手段
教材：《建筑力学与结构》，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著者：王洪波、张蓓、薛倩，2020年 1月第3版。

参考资料：《建筑力学》沈养中著；《建筑力学》姜海丽著；《建筑力学基础》宫素芝等著；

网络资源：学习通已开通《建筑力学》线上课程。



四、教学过程

教学实施流程图

（一）课前预习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资源及思政



课前讨论（10分

钟）

教师让同学讨论以下问题：

1.生活中力作用的效果包括

什么？2.数学上学过移动、

平移的概念，现实中的物体

可以发生移动，那力可否移

动呢？3.如果力能移动，对

物体的作用效果会发生怎样

的变化？

教师课堂找同

学回答提出的

讨论问题，启

发学生对本节

课知识的兴

趣。

学生通过积极参加讨论，

产生“力能平移吗？”、

“平移后会使物体产生哪

些变化呢？”、“如何才

能与原来状态保持一致

呢？”等问题。

学生在讨论中，积极的参与

到接下来的课堂活动中，提

高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

培养学生吾将上下而

求索的精神，培养学

生善于提出问题的精

神。

（二）课中内化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手段及思政

任务导入（5分

钟）

教师通过学习通 app发布问

题。

教师引导学生

思考“力可以

移动吗？移动

后是否改变效

果”。

学生思考问题
引出本节课的知识，力的平

移的概念
培养学生探究精神。

知识讲解（20分

钟）

1、讲解平面力系的概念、分

类、工程案例；2、讲解力的

平移定理和性质；3、重点讲

【师生互动】

教师在讲授知

识的同时，根

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平面力

系的分类，力的平移的本

质，以及理解平面力系向

要求学生理解力的平移，掌

握平面力系的分类。

教师通过讲授法、演

示法向学生传递知

识，培养学生力学思



解平面力系向一点简化的原

理、公式。

据讲解的内

容，设置与学

生互动的问

题。比如讲解

平面力系的分

类时，让学生

举例说明生活

中常见的平面

力系的应用，

通过现实世界

看到的，平面

力系产生效

果，让学生对

平面力系有更

深刻的认识。

一点简化的公式推导过

程。
维。

教师示范（15分

钟）

教师通过学习通 app发布课

堂练习1.

教师通过板书

演示课堂习题

1，让学生掌

握平面力系向

不同点简化结

果之间的联

系。

学生学习教师板书过程，

理解平面力系简化公式的

运用。在懂得原理的基础

上，学会运用公式。

学生掌握平面力系简化公式

的运用。

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

题的能力。



学生练习（20分

钟）

教师通过学习通 app发布课

堂练习2.

教师巡视指导

学生练习。

学生通过课堂练习2，独

立解决平面力系向一点简

化的题目。

学生通过练习 2的题目，理

解实际工程中，平面力系简

化的具体应用。

培养学生百折不挠的

抗挫折精神和吃苦耐

劳的精神。

成果展示（20分

钟）
学生上黑板板书实训答案

【角色扮演】

教师选取优秀

的学生，让学

生展示练习成

果并且让学生

讲述解题过程

和思路。

学生展示实训成果，并讲

解计算过程。

通过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

按照学生的认知理解讲解题

目，站在学生的角度看待知

识，有利于绝大多数学生更

好地掌握平面力系的简化计

算。

培养学生语言组织能

力、表达能力等。

（三）课后巩固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手段及思政

课后作业（10分

钟）

教师课后通过学习通 app发

布作业

教师对学生作

业进行评价，

总结分析学生

的易错点。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

业

学生熟练平面力系的简化计

算

培养学生自觉学习的

意识。

五、考核与评价
教师对课堂表现优异、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的同学给予加分，并将其作为过程评价的一部分。

六、课后反思



授课实效
本节知识是在学生已经掌握力的投影、力的基本原理等内容基础上，进行能力提升。本节原理简单，实际操作时候，学生容易

出错，需要勤加练习。

特色创新 采用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展示自己，通过学生展示，验证教师教学效果。

存在不足
通过批改学生作业发现学生出现如下问题：1.学生在进行力的平移时候，附加力偶的方向容易判断错误；2.学生在进行力的投

影计算时候，正负号容易弄错；3.计算错误。

改进设想 在学习通 app上发布课外习题，供有兴趣的学生自主练习。



  建筑力学  教案

一、授课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建筑力学 模块名称
平衡状态下典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

受力分析 项目名称
平衡条件下构件及结

构体系的受力分析

授课班级 2023级智能建造班 授课学时 2 授课日期 第六周

授课地点 Q1-413 授课形式 理论课程 考核形式 考试

二、教学分析

教学

内容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育标准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本着“必须、够用”的原则，

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主旨，将《建筑力学》课程进行项目化分解。建筑力学包括力学基本概念、物体受力分析与结构

计算简图、平面力系合成与分解、杆件变形形式、截面图形的几何性质、平面体系几何分析、静定结构内力分析等。



分析

本教案教学内容是：模块一：平衡状态下典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受力分析→项目三：平衡条件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受力分



析中，平面方程的类型及应用（一）——平面力系的平衡应用。

专业教学内容 思政教育内容
掌握力的平衡的概念，平面

力系平衡方程的不同类型。
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探索精神。

学情分析

【知识和技能基础】学生在学习本节内容之前，掌握力的投影计算、绘制常见的约束类型、能对物体进行受力分析。

【认知和实践能力】学生具有一定的力学基础，能熟练运用合力投影定理、合力矩定理等。

【学习特点】本节课内容原理简单，实操性较强，要求学生在掌握前面所学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提升学习。本节内容对后续章

节的学习起到奠定作用。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要求学生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培养学生动手实践的能力。

【知识目标】掌握平面力系的平衡一般公式，理解平面力系的平衡方程特殊公式的运用条件。

【能力目标】能运用平面一般力系的平衡方程，求解支座反力。

教学重点 平面力系的平衡方程类型 解决措施 教师通过讲授法、演示法向学生讲解平面一般力系平衡方程。教

师通过实训任务的讲解，给学生讲述求解支座反力，要求学生能

自主完成后续实训任务和课后作业。教学难点
平面一般力系的平衡方程，

求解支座反力

三、教学策略
（一）教学设计理念
教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兴趣，课堂上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互动，引导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

进行扩展延伸。

（二）教学方法

【教法】启发法、讲授法、演示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等

【学法】自主学习法、探究学习法、参与互动法

（三）教学资源与手段
教材：《建筑力学与结构》，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著者：王洪波、张蓓、薛倩，2020年 1月第3版。

参考资料：《建筑力学》沈养中著；《建筑力学》姜海丽著；《建筑力学基础》宫素芝等著；

网络资源：学习通已开通《建筑力学》线上课程。



四、教学过程

教学实施流程图

（一）课前预习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资源及思政



课前回顾（10分

钟）

课前让学生回顾：什么是力

系？力系的分类有哪些？什

么是平衡？等概念。

教师通过学习

通 app发布课

前讨论。

学生通过积极参加讨论，

回顾已有知识。

学生在讨论中，积极的参与

到接下来的课堂活动中，提

高学生对课堂的参与度。

培养学生温故而知新

的意识，同时培养学

生力学兴趣。

（二）课中内化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手段及思政

任务导入（10分

钟）

通过学生课前回顾的反馈情

况，总结汇总学生的答案，

对学生答案进行点评。

教师通过学习

通 app发布课

前提问。例

如：举例说明

生活中的物体

平衡状态。教

师通过播放工

程案例视频，

学生通过观察生活中的平

衡状态，理解平衡的概

念。通过观看视频，感受

受力不平衡对建筑物的影

响。

让学生重视本章内容学习，

重视力学计算。

通过观看近年的工程

事故案例视频，培养

学生严守国家强制性

规范的职业精神、培

养学生职业安全意

识。



比如：长沙市

望城区自建房

倒塌、齐齐哈

尔体育馆坍塌

等近三年的工

程事故，让学

生深刻体会平

衡状态对建筑

工程的重要

性。

知识讲解（10分

钟）

讲解平面力系的平衡概念，

一般公式、特殊公式以及计

算程序。

教师通过讲授

法，向学生讲

授平面一般力

系的平衡方

程，并且跟学

生讲述平面一

般力系平衡方

程的实质，就

是平面一般力

系向某点转化

后主矢和主矩

均为零。

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平面力

系平衡方程的公式、理解

公式的实质性内涵。

要求学生掌握平面一般力系

平衡方程，了解应用平衡方

程求解支座反力的计算程序

教师通过讲授法向学

生传递平衡方程的本

质，培养学生平衡的

概念，引深到做人做

事都要追求平衡状

态，培养学生松弛有

度的思想。



教师示范（15分

钟）
课堂练习1、2。

教师发布实训

练习1、2。给

学生几分钟时

间思考。引导

学生自主完成

题目。教师演

示课堂练习2

的解题过程。

学生通过课堂练习

1、2，加深对平面力系平

衡方程的理解。

学生理解平面一般力系平衡

方程的解题过程。
培养学生思辨能力。

学生练习（25分

钟）
课堂练习3、4

教师通过学习

通发布课堂练

习3、4。【分

组讨论】教师

按照学生座位

分组，小组共

同协作完成练

习3、4。

学生小组讨论，共同协作

完成练习3、4题目的求

解。

学生掌握平面力系平衡方程

的解题过程，能独立求解支

座反力。

培养学生自主探究，

团队合作的精神。

成果展示（20分

钟）

课堂练习3、4 教师选取两组

同学，上黑板

展示练习。抽

取的同组再选

一名同学，对

同组学生的答

学生通过展示，自评，互

评等多种评价方式，积极

参与课堂活动中，让《建

筑力学》课堂生动有活

力，使学生对力学产生浓

厚兴趣。

学生更加深刻理解支座反力

的本质，理解支座的作用。

培养学生语言组织能

力、表达能力、逻辑

思维能力等。



案进行讲解，

并选取几名同

学对答案进行

点评，最后教

师进行总结。

（三）课后巩固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手段及思政

课后作业（20分

钟）

教师课后通过学习通 app发

布作业

教师对学生作

业进行评价，

总结分析学生

的易错点。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

业

学生熟练受力图分析、受力

图的绘制以及求解支座反力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

意识。

五、考核与评价
教师对课堂表现优异、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的同学给予加分，并将其作为过程评价的一部分。

六、课后反思

授课实效
本节知识是后续结构内力的基础，是前章知识的综合性应用，学生如果前面章节基础薄弱，将影响本节内容的学习。根据学生

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的反馈，大多数学生已经掌握支座反力的求解流程，后续需要通过大量的习题进行练习，避免遗忘。

特色创新 采用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展示自己，通过学生展示，验证教师教学效果。采用多元性评价方式，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存在不足
通过批改学生作业发现学生出现如下问题：1.学生对于平衡方程中对哪一点去力矩，容易出错；2.学生对绘制受力图有时依然

容易出现漏力的情况；3.如果题目数值较大，计算容易出错。

改进设想 在学习通 app上发布课外习题，供有兴趣的学生自主练习。



  建筑力学  教案

一、授课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建筑力学 模块名称
平衡状态下典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

受力分析 项目名称
平衡条件下构件及结

构体系的受力分析

授课班级 2023级智能建造班 授课学时 2 授课日期 第六周

授课地点 Q1-413 授课形式 理论课程 考核形式 考试

二、教学分析

教学

内容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育标准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本着“必须、够用”的原则，

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主旨，将《建筑力学》课程进行项目化分解。建筑力学包括力学基本概念、物体受力分析与结构

计算简图、平面力系合成与分解、杆件变形形式、截面图形的几何性质、平面体系几何分析、静定结构内力分析等。



分析

本教案教学内容是：模块一：平衡状态下典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受力分析→项目三：平衡条件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受力分



析中，平面方程的类型及应用（二）——平面力系三种特殊情况的平衡应用。

专业教学内容 思政教育内容
掌握平面力系的几种特殊情

况的平衡方程。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

学情分析

【知识和技能基础】本节内容是掌握平面一般力系的平衡方程基础上的特殊类型，学生要学会灵活变通，举一反三。

【认知和实践能力】学生能独立进行简单构件的受力分析，并求解支座反力的基础上，理解和把握平面特殊情况的平衡方程。

【学习特点】本节课内容原理简单，是上节课内容的扩展与延伸。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要求学生具有灵活变通，举一反三的能力，培养学生辩证思维。

【知识目标】掌握平面力系的几种特殊情况的平衡方程，理解特殊情况平衡方程的运用条件。

【能力目标】能通过对物体的受力分析，绘制受力图，明确所属平面力系的类型，选取合适的平衡方程，求解支座反力。

教学重点 平面力系的三种特殊情况 解决措施 教师通过讲授法、演示法向学生讲解平面力系的三种特殊情况。

教师通过布置实训任务，要求学生能自主完成实训任务和课后作

业。教学难点 /

三、教学策略
（一）教学设计理念
教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兴趣，课堂上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互动，引导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

进行扩展延伸。

（二）教学方法

【教法】启发法、讲授法、演示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等

【学法】自主学习法、探究学习法、参与互动法

（三）教学资源与手段
教材：《建筑力学与结构》，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著者：王洪波、张蓓、薛倩，2020年 1月第3版。

参考资料：《建筑力学》沈养中著；《建筑力学》姜海丽著；《建筑力学基础》宫素芝等著；

网络资源：学习通已开通《建筑力学》线上课程。



四、教学过程

教学实施流程图

（一）课前预习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资源及思政



课前复习（10分

钟）

讲解上节课布置的课后作

业。

教师通过学习

通 app学生上

交的作业，点

评学生的作业

完成情况。讲

解正确答案。

学生对自己的作业进行评

价同时进行更正。学生修

正作业的过程中，重新巩

固上节课知识。

学生对自己的作业进行自我

批改，加深对错题知识点理

解。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

（二）课中内化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手段及思政

任务导入（5分

钟）
回顾平面力系的分类。

教师通过学习

通 app查看学

生对平面力系

分类的掌握程

度。

学生通过手机学习通 app

回答教师发布的问题。
引出本节课的讲解内容。 培养学生探究精神。

知识讲解（10分

钟）

讲解平面汇交力系、平面力

偶系、平面平行力系的平衡

方程。

【启发式教

学】教师引导

学生发现平面

【讨论】学生通过思考、

前后讨论等方式，探究三

种特殊情况的平衡方程。

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掌握本

节内容知识，加深学生对平

面一般力系平衡方程的理

教师通过启发法，让

学生自主学习，探究

力学原理，产生对力



一般力系的平

衡方程和平面

汇交力系、平

面力偶系、平

面平行力系平

衡方程的区

别，引导学生

自主探究，三

种特殊情况的

平衡方程的原

理。

解。 学的兴趣。。

教师示范（15分

钟）
课堂练习1

教师板书演示

课堂练习1的

解题思路。

学生学习受力分析的过程

和解题方法。

学生掌握平面汇交力系的受

力图和用平衡方程解决具体

问题。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

能力和处事不惊的心

态。

学生练习（35分

钟）

课堂练习2、3 课堂练习2题

目较简单，教

师选择基础比

较薄弱的同学

回答问题，增

强他们的自信

心。课堂练习

3题目比较

学生通过实训练习，深刻

理解平衡方程的应用。

学生通过练习掌握三种状态

的平衡方程的应用

培养学生自主探究，

团队合作的精神。



难，教师讲解

实际工程中塔

吊的工作原

理，让学生对

平衡锤的作用

产生具体概

念。给学生10

分钟时间计

算，若学生依

然不理解，教

师进行题目的

讲解。

课堂小结（15分

钟）

总结平衡方程的解题流程、

注意事项等。

【总结】教师

总结平面一般

力系、平面汇

交力系、平面

力偶系、平面

平行力系的平

衡方程的解题

思路，注意事

项以及应用技

巧等。教师对

学生提出对上述三道练习

题目的疑问之处。

学生通过教师的总结，加强

对平衡方程的理解，便于后

续教学任务的开展。

培养学生语言组织能

力、表达能力、逻辑

思维能力等。



学生进行答

疑。

（三）课后巩固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手段及思政

课后作业（20分

钟）

教师课后通过学习通 app发

布作业

教师对学生作

业进行评价，

总结分析学生

的易错点。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

业

学生熟练区分三种特殊情况

的平衡方程的应用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

意识。

五、考核与评价
教师对课堂表现优异、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的同学给予加分，并将其作为过程评价的一部分。

六、课后反思

授课实效 本节知识比较简单，课堂上主要通过学生自学，教师引导的方法，让学生掌握公式原理，便于学生记忆。

特色创新 本节课课堂主要体现教师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的方式学习。

存在不足 大部分学生都能参加到课堂活动中，还有小部分学生注意力依然游离于课堂之外。



改进设想 今后再有类似课堂活动，课前先将不积极的学生安排在课堂座位靠前的位置。通过身边的学生带动其积极性。



  建筑力学  教案

一、授课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建筑力学 模块名称
平衡状态下典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

受力分析 项目名称
平衡条件下构件及结

构体系的受力分析

授课班级 2023级智能建造班 授课学时 2 授课日期 第七周

授课地点 Q1-413 授课形式 理论课程 考核形式 考试

二、教学分析

教学

内容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教育标准和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本着“必须、够用”的原则，

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主旨，将《建筑力学》课程进行项目化分解。建筑力学包括力学基本概念、物体受力分析与结构

计算简图、平面力系合成与分解、杆件变形形式、截面图形的几何性质、平面体系几何分析、静定结构内力分析等。



分析

本教案教学内容是：模块一：平衡状态下典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受力分析→项目三：平衡条件下构件及结构体系的受力分



析中，平面方程的类型及应用（三）——物体系的平衡应用。

专业教学内容 思政教育内容
掌握物体系统的平衡方程。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刻苦钻研的精神和灵活变通的能力。

学情分析

【知识和技能基础】本节内容是在掌握单个物体受力分析和平衡方程的基础上，对物体系统进行平衡状态的分析。

【认知和实践能力】学生能独立对复杂构件进行受力分析，利用平衡方程求解未知量，静定结构的核心就是平衡方程，也是后

续学习结构内力的基础。

【学习特点】本节课内容原理和知识点均是本章核心内容，是平面力系平衡问题的综合提升，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要求学生具有灵活变通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积极探求真理的精神、从局部到整体的大局观念、以及对立统

一的哲学素养。

【知识目标】掌握平面力系平衡方程的综合应用，能独立分析复杂构件的受力情况，求解相关类型题目。

【能力目标】掌握物体系统的受力分析，求解具体题目，重点掌握多跨静定梁的支座反力求解。

教学重点 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 解决措施 教师通过讲授法、演示法向学生讲解物体系统的受力分析。教师

通过布置实训任务，要求学生能自主完成实训任务和课后作业。

教学难点 物体系统的受力分析

三、教学策略
（一）教学设计理念
教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的兴趣，课堂上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互动，引导学生在已有的知识基础上，

进行扩展延伸。

（二）教学方法

【教法】启发法、讲授法、演示法、案例教学法、讨论法等

【学法】自主学习法、探究学习法、参与互动法

（三）教学资源与手段
教材：《建筑力学与结构》，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著者：王洪波、张蓓、薛倩，2020年 1月第3版。

参考资料：《建筑力学》沈养中著；《建筑力学》姜海丽著；《建筑力学基础》宫素芝等著；

网络资源：学习通已开通《建筑力学》线上课程。



四、教学过程

教学实施流程图

（一）课前预习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资源及思政



课前复习（10分

钟）

讲解上节课布置的课后作

业。

教师通过学习

通 app学生上

交的作业，点

评学生的作业

完成情况。讲

解正确答案。

学生对自己的作业进行评

价同时进行更正。学生修

正作业的过程中，重新巩

固上节课知识。

学生对自己的作业进行自我

批改，加深对错题知识点理

解。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力。

（二）课中内化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手段及思政

任务导入（5分

钟）
从单个物体引入物体系统

【复习】教师

提问学生求解

单个物体平衡

状态的过程。

学生回答教师提问
解题流程与单体一致，复习

上周平面力系的平衡状态。

培养学生温故而知新

的能力。

知识讲解（10分

钟）

物体系的平衡问题包括概

念、解题思路、注意事项

等。

教师通过讲授

法和启发法通

过实际建筑结

构中多跨静定

学生理解并掌握物体系统

的概念，计算思路。

学生掌握物体系统的受力分

析，理解物体系统和单体之

间的关系。

培养学生整体到局部

的观念、让学生学会

辩证的看待问题。



梁讲解物体系

统的平衡问

题。

教师示范（15分

钟）
课堂练习1

教师通过课堂

练习1的讲

解，板书多跨

静定梁的求解

过程。

学生通过课堂练习1，学

会物体系统的受力图绘制

及平衡方程的具体应用。

掌握物体系统的受力分析和

受力图，重点区分附属部分

和基本部分。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

能力。

学生练习（35分

钟）
课堂练习2

教师通过学习

通 app发布课

堂练习2，巡

查学生练习并

对部分学生单

独指导。

学生自主练习课堂练习

2。

学生巩固加深对物体系统平

衡的理解。

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

精神。

课堂小结（15分

钟）

总结本章知识内容 【成果展示】

教师公布正确

答案后，让学

生相互对课堂

练习2进行批

改。【课堂总

结】教师总结

本章重点、难

学生展示自己的课堂练习

成果，相互批改。

学生在批改和点评他人作品

时，也是自我提升的阶段。

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

识。



点和注意事

项。如 1.学生

在利用平衡方

程时，一定要

准确对研究对

象进行受力分

析。2.平衡方

程的正负号规

定要放在具体

的坐标系中确

定，计算结果

的正负，只能

说明与所求力

的方向是否一

致。

（三）课后巩固

环节（用

时）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教学手段及思政

课后作业（30分

钟）

教师课后通过学习通 app发

布作业

教师对学生作

业进行评价，

总结分析学生

的易错点。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作

业

学生熟练对物体系统进行平

衡状态的分析

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

意识。



五、考核与评价
教师对课堂表现优异、积极参与课堂活动的同学给予加分，并将其作为过程评价的一部分。

六、课后反思

授课实效
本节知识是对本章内容的综合提高，考验学生灵活变通的解题能力，学生需要根据具体实际问题求解相关参数。课堂上，绝大

部分学生均能列出平衡方程，掌握解题思路，教学效果比较理想。

特色创新 本节课主要体现教师引导和讲解向学生传授知识。

存在不足 学生计算速度较慢、准确性不高，需要提升学生计算能力

改进设想 课后通过学习通 app建立《建筑力学》题库供学生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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