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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建设是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好 

的教学计划如果没有一批好的、与之适应的教材相 

配合，这个教学计划是很难实现的。教材编写质量 

的好坏，不但关系到教与学的两方面是否方便、关系 

到教学质量，也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能否得以完成。 

我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各土建类院校对于教 

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历来十分重视。1986年以来， 

我校曾先后组织过三套建筑工程专业系列教材的编 

写和出版。一套是建筑工程专业本科系列教材。一 

套是建筑工程专业专科系列教材，还有一套是地县 
一 级建筑工程专业技术人员自学用系列教材。到目 

前为止，前两套教材已修订多次，在许多高校建筑工 

程专业的本科、专科、函授、白考中广泛采用，有的被 

评为部省级优秀教材，有的被列为全国一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考试的参考用书。 

应该说，我国以往所编写的土建类教材质量从 

总体上来说是好的。它们具有系统性强、论述严谨、 

注意专业针对性、注重少而精、便于教学等特点，在 

我国以往的教学和土建类人才的培养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它们的不足之处，例如： 

1．受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专业划分得过 

细，教材适应的专业面狭窄。以建筑工程专业的混 

凝土结构、钢结构、砌体结构等主干专业课的教材为 

例，由于受专业划分界限的影响，都只限于介绍工业 

与民用建筑的基本构件和结构的设计方法，对与之 

相近的桥梁结构、公路路面结构、地下结构、矿井结 

构的设计则避而不谈。受此影响，建筑工程专业的 

毕业生只了解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因而也只能 

从事建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工作，不能从事与之相 

近专业的结构设计与施工工作。 

2．重细部刻画而忽视创造性培养。以往土建 

类的许多教材对于具体问题特别是计算问题介绍十 

分详细，学生照着书本依样画葫芦也可以完成作业， 

但是对于整体性的东西便介绍得很少。大部分教材 

习惯于就事论事，缺乏启发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 

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精神。许多教材内容陈旧，几十 

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所谓整体性的东西，是指 

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发展历史、与各门 

教材的关系、本学科前沿性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 

向等问题。 

3．重技术性介绍。轻经济性、管理性和法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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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以往土建类专业技术人材的培养目标中，强 

调技术性知识的培养，忽视经济性、管理性和法规性 

知识的培养。因而，在课程设置与教材内容上这种 

倾向都十分明显。例如，建筑工程专业各门结构课 

程的教材对结构选型、结构布置，设计计算方法等技 

术性的内容介绍得十分详细。但是，对各种结构型 

式、各种结构布置方法以及各种设计计算方法所需 

要的投资、如何组织施工、国家当前的技术政策等却 

不介绍或很少介绍。因此，以往的土建毕业生虽然 

懂技术，但是经济意识淡薄、管理能力差、政策法规 

性不强，与现实社会相隔一段距离。 

4．教材与教材之间的内客衔接性差。许多问 

题，如钢材的应力应变关系在材料力学、建筑材料、 

钢结构、混凝土结构等多门教材中重复介绍，而一些 

专业课需要的问题(如非线性问题)基础课教材中却 

不介绍，一些与实际相关、与相近专业相关、与未来 

相关的问题专业课也不介绍。 

2i世纪是信息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是 

世界各国竞争更为激烈的时代。各种竞争归根到底 

是人才的竞争。高校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前沿 

阵地，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知识创新体系，对提高 

综合国力和世界竞争能力至关重要。我们培养的 

2i世纪的土建人才应该是既懂专业知识，又有经济 

头脑，熟悉政策法规，善于土建各专业设计与施工管 

理，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熟练掌握计算机编程及操 

作，善于人际交往，能够在国际土建行业竞争中取胜 

的人才。我们认为，作为面向2i世纪的土建类教材 

编写，除了要保持现有教材的系统性强、论述严谨、 

少而精和便于教学等一系列优点以外，更应该在以 

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1．高境界，高起点。要培养土建行业在国际竞 

争中取胜的人才，要有与之配套的培养计划、课程设 

置和教材。因此，教材编写要立足于高的境界，要有 

高的起点。近二十年来，土建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 

的发展，新材料不断出现，新结构被广泛采用，高层 

建筑、大跨结构、桥梁工程、新型桥梁、高速铁路和现 

代化的地下工程不断涌现，计算机被广泛应用，施工 

机械、施工技术不断革新。它们都应该在教材中得 

到反映，并且应该成为面向2i世纪土建类教材的主 

要内容。 

2．宽视野，宽专业。2i世纪的土建人才应该是 

既了解自己，又了解他人；既熟悉土建行业的过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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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了解土建行业的未来。同时，我国经济体制 

正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为了适 

应市场竞争和为了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教材内容 

的专业面一定要拓宽，教材包含的信息量一定要增 

大。 

3．重技术，也要重经济、重法规、重管理。当今 

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光靠 

技术是不够的，还要懂经济、懂法规、懂管理。因此， 

在土建专业的教材编写中，特别是专业课和专业基 

础课教材的编写中，应该尽量地将经济、法规和管理 

的内容渗透到专业知识中去，使学生有一个更为完 

整的知识。 

4．重基础理论，也要重工程实用。土建类本科 

毕业生大多数在生产第一线从事设计或施工工作， 

既要有基础理论知识，也要懂得如何进行设计与施 

工。为了使学生获得这两个方面的知识，除了从教 

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上加以考虑之外，在教材的编写 

中既要包含本课程的基本理论，又要尽可能地联系 

工程实际，解决工程实际中的问题。那种只强调基 

础理论而轻视工程实用，或者只重视工程实用而忽 

视基础理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5．重启发，重诱导。为了培养富于创造和能举 
一 反三的人才，教材编写要改变就事论事现象。教 

材内容要有启发性和诱导性，要能使学生通过一门 

教材的学习，了解它和其它教材的关系，使学生通过 

解决一个问题联想到可以独立地解决其它相关的问 

题，并且有能力去解决其它一些尚未解决的新问题。 

6．教材与教材之间的内容要协调，既要避免重 

复，又要防止疏漏。我国有各种土建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许多课程还设有课程指导委员会。除此 

之外，我国有的土建类专业还设有专业评估委员会、 

注册结构工程师委员会、注册监理工程师委员会等 

许多组织。建议有关方面定期将这些委员会的成员 

召集在一起，讨论我国土建类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和课程设置，提出对各门课程的要求，协调教材与教 

材之间的内容。 

当然，由于教材性质的不同，各门教材之间的侧 

重点不会完全相同，但是都应该有锐意改革的精神。 

如果面向2i世纪的土建专业类教材能够做到这一 

点，2l世纪培养出的土建人才和今天的人才相比， 
一 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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