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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OPPPS教学模式的建筑力学课程教学设计
——以“几何组成的基本规律”一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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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BOPPPS教学模式结构完整、注重学生参与教学反馈，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越来越被接受和采用 [1]。笔者经过培

训由接触BOPPPS教学模式到接受到采用，此前用过任务驱动法，过程转变很自然。笔者基于BOPPPS教学模式对

建筑力学课程“几何组成的基本规律”一节尝试做了教学设计并付诸实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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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OPPPS	 teaching	model	 is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l	with	 complete	 structure	and	emphasis	on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eaching	 feedback,	which	 is	more	and	more	accepted	and	adopted.	The	

author	has	been	 trained	 from	contact	with	BOPPPS	 teaching	mode	 to	acceptance	 to	adoption,	and	

has	used	task-driven	method	before,	and	the	process	change	 is	very	natural.	Based	on	the	teaching	

mode	of	BOPPPS,	the	author	tries	to	do	the	teaching	design	of	the	section	"The	basic	law	of	geometric	

composition"	in	the	course	of	building	mechanics	and	puts	it	into	practice,	and	achieves	good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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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力学课程是高职院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

课。笔者多次讲授该课程，写过教研论文，对“平面体系的几何

组成分析”更有心得，甚至大胆选取该章参加教师教学能力比

赛。不幸的是，该章没有被抽选展示 [2]。

“平面体系的几何组成分析”这一章内容较为抽象、枯燥，

学生参与度低。教学重难点“几何组成分析的基本规律”这一节

更是如此，教师讲解费劲，学生学习吃力，然而似乎也没有好的

办法。笔者所在团队使用阴阳角线条模拟刚片（图1），用粉笔

模拟铰链辅助展示，使得教学内容具象化。哔哩哔哩网站有一视

频，教师借用带孔铁片展示几何组成分析，更为直观。这些努力

都是将抽象内容形象化 [3]。对这节做了可行的教学设计，截至目

前尚无先例。不过，基于 BOPPPS教学模式对别的课程进行教学设计的倒是不少。笔者采用 BOPPPS教学模式对该节尝试进行教学设计

并付诸实施，取得较好效果，由此推广到建筑力学全课程。

 > 图1  阴阳角线条

一、BOPPPS教学模式

BOPPPS教学模式是一种结构完整、注重学生参与教学反馈

的有效教学模式，它将课堂教学分为六个环节，分别是：

B（Bridge-in）：导言。通过提出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实际问

题或案例，引导学生进入课堂主题，激发学习兴趣。

O（Objective）：学习目标。明确课程中涉及的知识点及其

应用实践，以及通过学习学生应具备的能力。

P（Preassessment）：前测。通过简单的测试了解学生对先

修内容的认知程度，以便更好地开展后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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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articipatory Learning）：参与式学习。通过互动讨论、

小组合作等方式，让学生在课堂中积极参与，深入理解课程内容。

P（Post-assessment）：后测。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学生学习

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S（Summary）：总结。通过课堂练习、疑问解答等方式，

回顾课程内容，加深学生记忆。

二、BOPPPS教学设计

1. B（Bridge-in）：导言

播放两张图片（图2、图3）。图2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是中国

国家“十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2007年7月，获第24届国际桥

梁会议（IBC）年度大奖—— “古斯塔夫斯·林德恩斯”奖，这

是该奖项自设立以来首次授予中国桥梁工程，身为中国人感到自

豪 [4]。图中钢桁架就是刚片有效链接而形成的结构，造型美观同

时力量感十足，作为同行由衷赞赏。

 > 图2  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

 

 > 图3  脚手架倒塌事故

图3脚手架事故区域刚片（横杆和立杆）连接出了问题，是无

效的，是必须追责的。刚片连接事关生命和财产安全，半点马虎

不得，从业人员要有职业操守和责任感 [5]。

提出三个问题引发学生思考：你看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你

想不想做些什么？

引出主题：刚片如何连接才能组成几何不变体系？有何规律

可遵循？

2. O（Objective）：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本节，学生应达到以下目标：

（1）素质目标

为国家取得成就深感自豪， 认同同行工作， 养成职业操

守 [5]、培养责任感。

（2）知识

能区别两刚片规则的使用条件。

（3）能力

能设计符合两刚片规则的体系 [6]。

3. P（Preassessment）：前测

针对本节前已讲授几何组成分析基本概念和几何组成分析

的目的 [7]，在超星平台设置调查问卷，以了解学生先修知识和

能力：

问题1：你认为通过几何组成分析能达成哪些目的？

选项：A.可以判定是否为几何不变体系 [8]，确定能否用作

结构

B.判定结构是否静定，确定解决问题方法

C.对于有多余约束的几何不变体系，可以判断多余约束个数

D.能求解约束反力

问题2：用自己的话语阐述几何不变体系与几何可变体系的 

概念 [9]。

新课开讲前用五分钟时间公布问卷调查结果，查漏补缺。

4. P（Participatory Learning）：参与式学习

几何组成的基本规律讲解，以两刚片规则为例（图4）：播放

两刚片组成规则网络展示视频，引出两刚片规则，从要素 [10]、方

式和结论三方面对两刚片要怎样连接才能组成几何不变体系且无

多余约束进行详细讲解，并配以实物演示，帮助学生深入理解。

 

 > 图4  两刚片情形1       >图5  例题1与作业1

举例1和课堂作业1：分析图示体系几何组成（图5）。

 

 > 图6  两刚片情形2   图7  例题2

小组讨论：两刚片规则有没有其他情形？

每组同学用道具进行连接操作尝试，时长10分钟，最后选一

人做总结发言。

教师点评、讲解、归纳并分析例题2（图6、图7）。

5. P（Post-assessment）：后测

课后练习：让学生在课后进行自主复习和拓展，要求每小组

设计出至少一个符合两刚片规则的体系，不能与教材例题雷同，

写出分析过程。

6. S（Summary）：总结

两刚片规则要素：有两个刚片，还有一个单铰和一根链杆

（简称“一铰一链”）；或者有两个刚片和三根链杆。

两刚片规则方式：两刚片之间连接有“一铰一链”，而且“链

杆”不通过“铰心”；如果两刚片之间连接有三根链杆 [11]，那么

这三根链杆不能汇交于一点。

两刚片规则结论：要素满足，方式正确，则为无多余约束的

几何不变体系；要素有余，方式正确，则为有多余约束的几何不

变体系；要素不足或方式不正确，则为几何可变体系。

另外两个规则也可以参照此设计开展教学 [12]。

三、BOPPPS教学评价

为确保教学质量，建筑力学课程采用以下几种评价方式：

前测正确率：通过统计学生前测情况，了解学生对先备知识

的掌握程度和学习态度。

后测正确率：布置作业，检查学生对课堂内容的掌握情况，

督促学生及时复习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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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表现：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包括回答问题、小组

讨论、课堂练习等情况，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促使学生积极参

与课堂活动 [13]。

增值性评价：在每个教学阶段结束后进行小测验，以了解学

生对阶段性知识的掌握情况；针对教学重点和难点进行重复考

试，评估学生对相应内容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提高情况 [14]。

四、结语

本教学设计充分体现了 BOPPPS教学模式的特点和优势，很

自然地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明确教学目标、突破重难点，多种教

学手段和评价方式相结合 [15]，着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为其今后从事相关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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