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案 
20102011 学年第  2 学期 

课程名称: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学 

课程性质:  必 修 

授课学时:  48 

授课对象:(专业、班级) 水利水电工程 08 级 

任课教师： 任宜春 

教师职称： 副教授 

教师所在学院： 桥结学院 

长沙理工大学 

桥梁与结构工程学院



全课程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课程名称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学 课程编号 001228 学分 3 

授课对象 专业 水利水电工程 年级 2008 班级 1-3 

课程性质 主要专业基础课之一 

先修课 工程制图、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建筑材 

料等基础课 

与本课程关 

联课程 

后续课 水电站建筑物，渠化工程等专业课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48 实验课时 上机课时 本课程学时 

与分配 授课时间：第 1周至第 12周 周学时 4 

考核方式 考试 考核方式与成 

绩评定 考核成绩 80% 平时成绩 20% 实验和上机成绩 

教

学

目

的

与

要

求 

教学目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一般的钢筋混凝 

土结构构件设计的基本理论和构造知识，为后续专业技术课程的学习和从事水 

工结构设计、施工和管理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教学要求：要求完成如下教学内容：钢筋和混凝土材料的力学性能、钢筋混凝 

土结构设计基本原理、钢筋混凝土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受 

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受拉 

构件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受扭构件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构件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验算、钢筋混凝土肋形结构和刚架结构设计、预应力混凝土结构。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基本原理、各种受力构件的承 

载力验算以及配筋计算方法和构件裂缝与变形的验算方法，并熟悉相关构造知 

识；通过肋形结构和刚架结构设计使学生了解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的一般步骤 

和方法。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加强自学引导，重视学生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的培 

养；做到章有小结，每一大节有首尾相呼应的归纳小结等；要求学生课前预习， 

随堂提问，课后布置思考题。



教

学

重

点

与

难

点 

本课程综合性强、工程性强，学生基本知识、工程概念和基本技能的培养 

是本课程教学的重点，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完成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是学习 

本课程必要的训练。重点内容： （1）钢筋混凝土的基本概念（2）钢筋和混凝土 

的基本力学性能和变形性能（3）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基本原理（3）各种基本 

构件部分（包括受弯、压、拉、扭）的破坏特征、计算公式的理解、截面配筋 

和承载力验算的步骤、相关构造知识（4）钢筋混凝土构件裂缝开展和变形发展 

过程、裂缝宽度和挠度计算公式的来由（5）肋形结构和刚架结构的结构布置和 

计算简图、内力计算方法、截面设计和构造要求。 

难点内容及解决的方法： （1）构件设计实用表达式的运用和理解。这部分内 

容在基本受力构件截面设计当中得以具体体现，教师在以后的授课时不断联系 

这部分内容进行讲解。（2）各类受力构件的计算原理和截面构造。各类受力构 

件计算公式多、公式多有适用条件。授课时须从试验分析入手，阐明破坏现象 

及计算公式建立过程。通过例题和习题，加深对计算公式及使用条件的理解和 

运用。（3）混凝土结构构造。混凝土结构构造内容广泛，构造要求烦杂。主要 

抓住材料的选用、钢筋的锚固、搭接、截断等核心问题给予介绍，使学生对各 

类结构和构件的构造要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概念。须从截面构造的原理入手， 

逐步加强对构造要求的记忆。（4）各种结构型式的内力计算方法。回顾结构力 

学相关知识，强调计算方法原理的学习。（5）针对钢筋混凝土结构材料的特殊 

性、设计公式的试验性、设计的规范性和解答的多样性等特点进行讲解。 （6） 

多采用启发式提问，引出重点难点。 

教

材

与

参

考

书

目 

1．选用教材 

河海大学、武汉大学等.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学(第 4 版),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2009 

2．参考书 

[1]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SL191-2008 ,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2]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DL/T5057-2009,中国电力出版社,2009 

[3] 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 混凝土结构.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4]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2001,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年。 

{5}《水工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DL5077-1997），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1998



章节内容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章次与名称 第一章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材料 学时数 4 

主

要 以 

教 节 

学 次 

内 排 

容 列 

与

要

求 

第一节 钢筋种类和力学性能 
*钢筋的品种；*软刚的力学性能；硬钢的力学性能；混凝土结构对钢筋性能 

的要求。 

第二节 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 

混凝土的强度：*抗压强度；抗拉强度；复合应力下的强度； 

混凝土的变形：*一次加载下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重复荷载下的应力应变曲 

线；弹性模量；极限变形；*徐变；温度变形和干湿变形； 

第三节 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 

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力； 
*钢筋的锚固与接头； 

本 与 

章 难 

节 点 

重 内 

点 容 

重点：钢筋的品种；软刚的力学性能；混凝土抗压强度；混凝土一次加载下 

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混凝土徐变；钢筋的锚固与接头。 

难点：混凝土这种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混凝土在复合应力下的强度、徐变 

和收缩的概念及其对混凝土结构的影响。 

教

学

方 与 

法 改 

与 革 

手 措 

段 施 

处

理 

1．简单介绍钢筋混凝土的历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求同学到学校附近物 

色一个工地，从基础到主体跟踪其施工过程，增强感性认识； 
2．引用我国五十年代研究的竹筋混凝土失败的例子，讲述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 

筋与混凝土能协同工作的原因。 
3．由钢筋与混凝土应力应变关系引出其强度规定和变形特点，联系工程实际选 

用不同种类的钢筋与不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结合实际工程讲解徐变和收缩对 

混凝土结构的影响 

4.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的课堂教学方法，以不断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引 

导与督促学生分析、思考、研究与解决问题； 

课 动 置 

堂 题 

互 设 

为什么试块在承压面抹润滑油后测出的抗压强度比不抹润滑油的高？ 

混凝土的徐变是不是就是塑性变形？ 

作 思 设 

业 考 置 

与 题 

思考题： 

软钢与硬钢的力学性能有何不同？ 

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徐变会引起轴心受压钢筋混凝土构件怎样的应力重分布？ 

作业布置：查阅文献，写一篇关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发展的综述。 

备

注 

每周二下午在土建学院建筑工程教研室答疑



章节内容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章次与名称 第二章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计算原理 学时数 4 

主

要 以 

教 节 

学 次 

内 排 

容 列 

与

要

求 

第一节 结构的功能要求、荷载效应与结构抗力 

第二节 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的概念 
*结构极限状态的定义及其分类 

功能函数；*失效概率和可靠指标；结构安全级别 

第三节 荷载标准值和材料强度标准值 

第五节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的实用设计表达式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本 与 

章 难 

节 点 

重 内 

点 容 

重点：结构极限状态的定义及其分类；失效概率和可靠指标；实用设计表达式 

及其中的各个系数的含义。 

难点：概率设计理论的理解；设计表达式中各系数的含义和取值。 

教

学

方 与 

法 改 

与 革 

手 措 

段 施 

处

理 

1.以一次考试成绩布为例讲述数学平均值、标准差，分布频率及界线分数值的 

划定，引出保证率的基本概念；材料强度取值，荷载取值，结构工作的失效概 

率就容易理解和掌握；在讲述过程中要避开偏态分布，只引用标准概率分布曲 

线，同学容易理解。 

2．以一简支梁的吊装、使用过程中的受力分析及内力组合为例讲述设计基本表 

达式及效应组合值，以及设计要达到的目的。 

3．将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与以前的设计方法进行比较，指出其优越性，讲解设 

计实用表达式各系数的意义。 

4.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的课堂教学方法，以不断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引 

导与督促学生分析、思考、研究与解决问题； 

课 动 置 

堂 题 

互 设 

SL 规范与 DL规范有哪些不同点？ 

结构的安全等级与结构的可靠指标之间是什么关系？ 

作 思 设 

业 考 置 

与 题 

思考题： 

荷载设计值与荷载标准值之间有什么关系？ 

材料强度设计值与标准值之间有什么关系？ 

结构的失效概率与可靠指标直接是什么关系？ 

作业：X2-4 

备

注 

每周二下午在土建学院建筑工程教研室答疑



章节内容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章次与名称 第三章 受弯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学时数 10 

主

要 以 

教 节 

学 次 

内 排 

容 列 

与

要

求 

第一节 受弯构件的截面形式和构造； 

第二节 受弯构件正截面的试验研究：*梁的试验和应力-应变阶段；*受弯构件 

正截面的破坏特征，破坏特征与配筋率的关系； 

第三节 *单筋矩形截面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压力图形，基本计算公式及其 

适用范围，最大最小配筋率概念，计算系数表格的应用，截面设计与承 

载力复核，例题； 

第四节 *双筋矩形截面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应力图形，基本计算公式及其 

适用范围，截面设计与承载力复核，例题； 

第五节 *T形截面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翼缘计算宽度的确定，两种情况的鉴 

别应力图形，基本计算公式，截面设计与承载力复核，例题。 

本 与 

章 难 

节 点 

重 内 

点 容 

重点：梁的试验和应力-应变阶段；受弯构件正截面的破坏特征；单筋矩形截面、 

双筋矩形截面和 T形截面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难点：分析正截面破坏的过程并与构件设计的过程联系起来；适筋与超筋的区 

分界限。 

教 处 

学 理 

方 与 

法 改 

与 革 

手 措 

段 施 

1．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通过学生自己观看梁正截面破坏的过程试验录 

象加深认识； 

2．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是学习本课程的窗口，也有着基础 

性的重要作用，对本章基本概念进行细致讲解，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初步体 

会到本课程的特点、本课程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 

3．将受弯构件正截面的构造规定比较繁杂，授课时将其与计算题联系起来， 

通过多做题来记忆。 

4将知识整理；画出解题流程图，要求学生用学过的计算语言编制一个简单的 

计算程序，为课程设计试算用。 

5.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的课堂教学方法，以不断提出问题的方式来 

引导与督促学生分析、思考、研究与解决问题； 

课 动 置 

堂 题 

互 设 

适筋梁、少筋梁和超筋梁的破坏特征有何不同？ 

什么是截面相对界限受压区高度？它在承载力计算中的作用？ 

什么情况下采用双筋梁？T型截面的优点在何处？ 

作 思 设 

业 考 置 

与 题 

思考题：受弯构件适筋梁从加载到破坏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 

是什么？应力-应变分布情况如何？ 

作业布置：X3-3、4、11、12、16、18、22 

备注 每周二下午在土建学院建筑工程教研室答疑



章节内容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章次与名称 第四章 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学时数 8 

主

要 以 

教 节 

学 次 

内 排 

容 列 

与

要

求 

第一节 受弯构件斜截面受力分析与破坏形态 

无腹筋和有腹筋梁在弯矩与剪力共同作用下，斜截面发生前后，构件应力状态 

的变化；*斜截面破坏形态； 

第二节*影响斜截面破坏承载力的主要因素 

第三节 受弯构件斜截面承载力计算 
*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防止斜裂缝开展过大或斜压破坏的条件，防止腹筋 

过稀过少的条件，斜截面抗剪承载力的计算步骤；例题； 

第三节 受弯构件纵向钢筋的弯起与截断 
*钢筋混凝土梁的抵抗弯矩图的绘制；*纵筋的截断与弯起； 

第四节 钢筋骨架的构造 

箍筋的构造；纵筋在支座的锚固；架立钢筋和腰筋的设置 

本 与 

章 难 

节 点 

重 内 

点 容 

重点：斜截面破坏形态；影响斜截面破坏承载力的主要因素；斜截面承载力计 

算公式；*钢筋混凝土梁的抵抗弯矩图的绘制；*纵筋的截断与弯起。 

难点：斜截面破坏形态；抵抗弯矩图的概念和纵筋的截断与弯起。 

教

学

方 与 

法 改 

与 革 

手 措 

段 施 

处

理 

1．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 

2．用拱、桁架受力模型类比斜压、剪压破坏，对破坏形态有感性认识，将 

斜截面三种破坏形态与正截面三种破坏形态进行对比讲解。 

3. 以实验结果引出影响斜截面抗剪承载力的因素； 用数学中线性回归方法为 

例，建立基本方程。讲清楚斜截面承载力计算公式是半理论半经验公式，强调 

实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授课过程中，介绍钢筋混凝土构件施工图的表达。 

5.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的课堂教学方法，以不断提出问题的方式来 

引导与督促学生分析、思考、研究与解决问题； 

课 动 置 

堂 题 

互 设 

梁斜截面破坏的性质？ 

为什么要设置腹筋？ 

在伸臂梁的计算中为什么要考虑活荷载的布置方式？ 

作 思 设 

业 考 置 

与 题 

思考题：什么是剪跨比？它对梁的斜截面抗剪有什么影响？ 

梁斜截面破坏的主要形态有哪几种？ 

作业题：X4-2、4 

备

注 

每周二下午在土建学院建筑工程教研室答疑



章节内容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章次与名称 第五章 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 学时数 6 

主

要 以 

教 节 

学 次 

内 排 

容 列 

与

要

求 

第一节 受压构件的基本概念，受压构件的构造要求； 

第二节 轴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普通箍筋柱的试验结果； *计算基本公式； *稳定系数； 截面设计与承载力复核； 

第三节 偏心受压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试验研究结果，*计算基本公式，大、小偏心受压的分界； 偏心受压构件纵向 

弯曲的考虑；*矩形截面大偏心受压构件的计算：应力图形，基本计算公式及 

其适用条件；*矩形截面小偏心受压构件的计算：应力图形，基本计算公式及 

其适用条件；矩形截面大、小偏心受压构件的截面设计与承载力复核例题； 

第四节  *矩形截面对称配筋的偏心受压构件：计算公式；例题； 

第五节  *偏心受压构件截面承载能力 N与 M 的关系； 

第六节 偏心受压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本 与 

章 难 

节 点 

重 内 

点 容 

重点： 轴压构件承载力计算基本公式和稳定系数； 大、 小偏压构件承载力计算； 

对称配筋偏压构件设计；偏压构件截面承载能力 N 与 M的关系。 

难点: 纵向弯曲的考虑；大小偏心受压的界限；小偏心受压构件的计算；偏心 

受压构件 M与 N 之间的关系。 

教

学

方 与 

法 改 

与 革 

手 措 

段 施 

处

理 

1．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 

2.柱上有集中荷载，改变荷载位置，分析截面的应力变化，引出破坏形态； 

使同学们对轴心、小偏心、大偏心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以及相互转变的过程。 

3．偏心受压构件承载力计算公式的繁琐，讲解时应从截面力的平衡入手， 

列平衡方程得到公式，并注意公式的适用条件。注意引导大偏压构件与双筋受 

弯构件的类同。 

4.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的课堂教学方法，以不断提出问题的方式来 

引导与督促学生分析、思考、研究与解决问题； 

课 动 置 

堂 题 

互 设 

大偏心和小偏心受压破坏特征有何区别？分界条件是什么？ 

为什么考虑附加偏心距？ 

作 思 设 

业 考 置 

与 题 

思考题：什么是偏心受压构件 N-M 相关曲线？ 

作业布置：X5-3、6、8、9 

备

注 

每周二下午在土建学院建筑工程教研室答疑



章节内容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章次与名称 第六章 受拉构件承载力计算 学时数 0.5 

主

要 以 

教 节 

学 次 

内 排 

容 列 

与

要

求 

第一节 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承载力计算 

钢筋混凝土受拉构件的基本概念，大、小偏心受拉的界限； 

*小偏心受拉构件的计算：应力图形，基本计算公式； 

*大偏心受拉构件的计算：应力图形，基本计算公式及其运用范围； 

第二节 偏心受拉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本 与 

章 难 

节 点 

重 内 

点 容 

重点：大、小偏拉构件承载力计算。 

难点：大、小偏心受拉构件的应力图形和计算公式。 

教

学

方 与 

法 改 

与 革 

手 措 

段 施 

处

理 

1 这一章以问题引入，指导学生自学，然后自己讲解本章的难点和重点。 

2．加强自学引导，重视学生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课 动 置 

堂 题 

互 设 

为什么大小偏心受拉构件的区分只与轴向力的作用位置有关，而与配筋率无 

关？ 

为什么对称配筋的矩形截面偏心受拉构件，无论大小偏心，均按 

相同公式计算？ 

作 思 设 

业 考 置 

与 题 

怎样区分偏心受拉构件的类型？ 

怎样计算偏心受拉构件正截面承载力？ 

备

注 

每周二下午在土建学院建筑工程教研室答疑



章节内容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章次与名称 第七章 受扭构件承载力计算 学时数 1.5 

主

要 以 

教 节 

学 次 

内 排 

容 列 

与

要

求 

第一节受扭构件的破坏形态及开裂扭矩：*受扭构件的基本概念，受扭构件开 

裂时应力状态及开裂扭矩，矩形构件剪力和扭矩共同作用下的开裂强度； 

第二节  *纯扭构件的承载力计算：钢筋混凝土受扭构件的抗扭配筋形式，矩形 

截面受扭破坏的试验结果，抗扭钢筋的计算，抗扭配筋的上、下限； 

第三节*钢筋混凝土构件在弯、剪、扭共同作用下的承载力计算： 

计算公式；例题 

本 与 

章 难 

节 点 

重 内 

点 容 

重点：受扭构件的基本概念；纯扭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剪、扭相关性、钢筋混 

凝土构件在弯、剪、扭共同作用下的承载力计算。 

难点：为什么受扭构件需同时配置抗扭纵筋和箍筋；剪、扭相关性；带翼缘截 

面的计算。 

教

学

方 与 

法 改 

与 革 

手 措 

段 施 

处

理 

1 本章内容以自学为主，用问题引入学生自学。 

2．用一支粉笔扭断，让学生观察扭曲面的形状；讲解清楚抗扭承载力计算公 

式的来由。 

3．加强自学引导，重视学生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课 动 置 

堂 题 

互 设 

纵向钢筋与箍筋的配筋强度比的含义是什么？起什么作用？有何限制？ 

作 思 设 

业 考 置 

与 题 

思考题： 

简述纯扭和剪扭构件的抗扭承载力计算步骤？ 

备

注 

每周二下午在土建学院建筑工程教研室答疑



章节内容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章次与名称 第八章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学时数 6 

主

要 以 

教 节 

学 次 

内 排 

容 列 

与

要

求 

第一节 抗裂验算 

*轴心受拉、受弯、偏心拉(压)构件正截面抗裂计算的应力图形及基本计算公 

式；受弯构件斜截面抗裂实验及其公式简介； 

第二节 裂缝开展宽度的验算 

裂缝成因； 裂缝宽度控制验算方法分类； 裂缝宽度计算理论； 裂缝开展后机理； 

受弯构件裂缝间距的计算，平均裂缝宽度的计算，*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公式， 

裂缝计算的有关问题与减少裂缝开展宽度的措施； 

第三节 变形验算 

受弯构件挠度试验；*受弯构件短期抗弯刚度和抗弯刚度计算；受弯构件挠度 

计算，例题。 

第四节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要求 

本 与 

章 难 

节 点 

重 内 

点 容 

重点：轴心受拉、受弯、偏心拉(压)构件正截面抗裂计算的应力图形及基本计 

算公式；最大裂缝宽度计算公式；受弯构件短期抗弯刚度和抗弯刚度计算。 

难点：裂缝开展前后混凝土和钢筋沿构件纵轴的应力变化；裂缝间距和裂缝宽 

度的关系；受弯构件刚度变化的规律。 

教

学

方 与 

法 改 

与 革 

手 措 

段 施 

处

理 

1．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 

2．复习极限状态的定义，通过比较两种极限状态引出本章内容。 

3．加强自学引导，重视学生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4.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的课堂教学方法，以不断提出问题的方式来 

引导与督促学生分析、思考、研究与解决问题； 

5.结合材料力学的挠度计算公式比较钢筋混凝土挠度计算公式， 并强调其异 

同点； 

课 动 置 

堂 题 

互 设 

最大裂缝宽度的计算公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为什么不用裂缝宽度的平均值 

而用最大值？ 

作 思 设 

业 考 置 

与 题 

思考题：何谓最小刚度原则？ 

影响裂缝宽度和挠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备

注 

每周二下午在土建学院建筑工程教研室答疑



章节内容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章次与名称 第九章 肋形结构和刚架结构 学时数 5 

主

要 以 

教 节 

学 次 

内 排 

容 列 

与

要

求 

第一节 单向板肋形结构的结构布置和计算简图：*肋形结构的组成及实例，梁 

格布置的原则，支座的简化，荷载的传递与计算，计算弯矩的数值； 

第二节 按弹性理论的计算：连续板梁的内力计算，活荷载的最不利位置，* 
连续梁的内力包络图； 

第三节  *单向连续板梁的塑料内力重分布计算 

第四节 单向板肋形结构的截面设计和构造要求：连续板配筋构造要点；连续 

梁的材料图，配筋构造及配筋图； 

第五节 双向肋形结构的设计：按弹性方法计算承受均布荷载的单块双向板及 

连续双板的内力，双向板的配筋与构造；支承双向板的梁的计算特点，例题； 

第六节 钢筋混凝土刚架结构的设计：设计要点及构造要求，牛腿设计，柱下 

独立基础设计计算 。 

本 与 

章 难 

节 点 

重 内 

点 容 

重点：肋形结构的组成；连续梁的内力包络图；单向连续板梁的塑料内力重分 

布。 

难点：相关构造知识；按弹性计算时的荷载最不利布置和内力包络图；塑性内 

力重分布的概念。 

教 处 

学 理 

方 与 

法 改 

与 革 

手 措 

段 施 

1 对同一楼盖采用不同的梁格布置说明结构布置的原则，使抽象的原则具体 

化，加深理解。 

2对同一根梁通过梁与柱的相互约束程度讲述如何简化支座，这将使计算简图 

的建立变得顺理成章。 

3 以一根两端固定梁在均布截作用下通过支座负筋配量的大小与梁支座负弯 

矩的承担量的大小关系及支座转动程度大小讲清楚塑性铰的的概念及梁由 

超静定至静定到机动体系的破坏过程和塑性设计的原理。 

4.采用“启发式”和“研讨式”的课堂教学方法，以不断提出问题的方式来 

引导与督促学生分析、思考、研究与解决问题； 

课 动 置 

堂 题 

互 设 

柱网、梁格尺寸如何影响结构的经济性与受力合理性之间的关系？ 

单向板肋梁楼盖中哪些构件可以考虑塑性内力重分布？哪些构件必须用弹性 

理论方法？ 

作 思 设 

业 考 置 

与 题 

思考题： 

简述按弹性理论和按塑性内力重分布方法计算超静定结构的异同。 

备注 每周二下午在土建学院建筑工程教研室答疑



章节内容教案 
编写人：任宜春 

章次与名称 第十章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基本概念 

及其材料 

学时数 3 

主

要 以 

教 节 

学 次 

内 排 

容 列 

与

要

求 

第一节*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第二节 预加应力的方法和材料 

第三节*张拉控制应力及预应力损失 

第四节 预应力轴心受拉构件的应力分析 

第五节 预应力受弯构件的应力分析 

本

章 难 

节 点 

重 内 

点 容 

与 

重点：预应力混凝土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张拉控制应力及预应力损失。 

难点：预应力损失；轴拉构件与受弯构件的应力分析。 

教

学

方 与 

法 改 

与 革 

手 措 

段 施 

处

理 

1引用混凝土压力水管的预制过程提出预应力的应用意义和工作原理，引出基 

本概念和分类。 

2举出同学熟悉的预应力空心板的制作过程引出先张法； 

由大桥桥面梁的预应力制作过程引出后张法。 

3先张法、后张法的制作过程几个阶段一定要详细讲述为应力分析打基础。 

4通过应力分析讲述预应力的意义。 

课 动 置 

堂 题 

互 设 

木桶上的铁箍有什么作用？ 

作 思 设 

业 考 置 

与 题 

思考：1预应力如何实现？有什么意义？ 

2为什么高强钢筋不宜用于普通砼结构中？ 

备

注 

每周二下午在土建学院建筑工程教研室答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