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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8年颁枢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其巾设立了新的土木工程专业和工程管理专业。要求学生掌掘的 

知识体系更加完善。而土木工程施：亡即是其中一门十分-_m婴的专业i}I}。土木工程施工教学如何改革，已探讨了多年，然而教学改 

革收效甚徽，其中一个根本原因郾在于该课程实殴性太强，传统教材无法使学生做到理论与实践托钻合，显然原有教学模式和教 

材均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教学。本文提出土木工程施工技术课程教材改革的重要内容——电子教材的的主要内容和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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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当前土木工程施工技术教学存在的问题 

土木工 程施工技术课程 (以下简称施工课程 )是 

土木工程专 业和工程 管理专 业一 门十分重要的专业 

课程 ，是一 门介 绍 工 程施 工 工 艺 和技 术 (包 括新 材 

料 、新 工艺和新技术 )的学科 。它与其 他专业课程相 

比 ，存 在实践性 、综合 性 、独立 性和 理论 跨度 大等特 

点 。长期 的教学 实践 表 明 ，施 工课 程教 学一 直存在 

以 下 问 题 ： 

I．课程要 求与 实践脱 节，教 材 内容滞后 于 实践 

从 目前施 工教材 的内容看 ，多是传统施工工艺 ， 

就是最新 的施 工教材反映 “四新技术 ”(即新技术 、新 

工艺 、新材料 、新设备 )也很少 ，甚至还包含某些 当时 

很 “新 ”而实 际 已落 后 的技术 ，一些 已经成熟 而且 应 

用广泛 的技术却未在教材 中加 以反映 。在实 际教学 

中 ，为 了弥补施工教材 的不足 ，主要依靠 教师所掌握 

的知识对教 材 内容进 行补 充 和完善 ，而 每个 教 师 限 

于 自身水 平 ，补充 的内容极 为有限 。 

2．教 学 方 式存 在 较 大缺 点 

随着 国民经济 的飞 速发展 ，施 工技术发展较快 ． 

因此 。要求教 师本 身 必须具 备较 广 的理 论知 识 和丰 

富的实 际工作经 验 ，同时要 求学 生有 一 定 的专业 基 

础 、综合分析能力 和实 践知 识。 目前 国 内各 大 高校 

的施工课程基本 上是 采用课 堂 教学 的模 式 ，课 程 中 

存在大量的施工工艺实践知识是通过教 师 以讲授 的 

方式教 给学生 ，十分枯 燥 和乏 味 ，教学 效果 非 常差 。 

从教师方面来看 ，一般都是从学校到 学校 ，缺 乏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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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经验 ，授课 缺乏生动性 ；从 学 生方面来看 ，虽 

然有一定 的专业基础 ，但缺乏实践知识 ，综合能力也 

欠缺 ，学生在学 习过程 中只能 被动 接受知 识 而不能 

主动参 与学 习。 

3．教 学计 划有待 改进 

这 主要 体现在 学 时一减 再减 ，例如 目前工程 管 

理专业 由原 来 的 120学时减 至 60学时 ，而在 这么少 

的学 时 内要讲清楚各 种工程施工工艺几乎是不 可能 

的。许多学 生在学 完本课程后对一些 常规施 工工艺 

仍 然概念模糊 ，以致 毕 业后很 长时 间不能适 应具 体 

工作 。此外 自2003年 1月 1日起 ，我 国全 面实施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质 量 验 收 l4项 系列 规 范 ，因此 原 有 教 材 

已不 能适 应新 专 业 的培养 目标 和 教 学要 求 。一方 

面 ，当今 土木 -r"程施工技术 发展十分迅猛 ，该学科 日 

益受到重视 ，自 l998年后一些高校 开始招收施 工技 

术 方 向 的博 士 研 究 生 即是 证 明 ；另 一方 面 ，由于 该 课  

程实践 性较强 ，而一般大学 生又无现场施 工经验 ，缺 

乏感性 认识 ，不仅教师讲授 困难 ，学生 听课也感 到十 

分 吃 力 和 乏 味 。 

为 了适应 我 国经济 发展对 人才 的新要求 ，教 育 

部按 照“宽专业 、宽 口径 ”的指 导 思想 ，于 1998年 颁 

布 了新 的普 通高 等学校 本科 专 业 目录 ，其 中设 立 了 

新 的土木工 程 专 业 (含 工业 与 民用 建 筑 、道 路 与桥 

梁、岩 土工程和地 下-r"程三个 ：h-向)和-r"程管理专业 

(涵盖 了原建 筑 -r"程 管理 专业 、国际 -r"程 管理 专业 、 

房地产经 营管理专业 )。土木 工程 的内涵 十分广泛 ， 

包括建筑 工程 、桥 梁 -r"程 、公 路 与城市 道路 212程 、地 

下工程 、铁路 工程 、隧道工程 、水 利工 程 、港 口工程 、 

海 洋工程 、给排水 工 程 、环境 -r"程 等。因此 ，新 的土 

木 工程 专业 和-r"程管理专业 的 目标定位 于培养在 国 

内外工程建设 领域从事土 木工程建造技术 以及 项 目 

决 策和全过程 管理 的复合 型高级 技术 与管 理人才 ， 

应 当说专业 面大大拓宽 了 ，相应 的专业 培养 目标 、培 

养要求 和主干学科 以及 主要实践性环节均有不 同程 

度 的变 化 。 

二、电子教材的优势 

对 于解 决 传统 教材滞 后 的问题 ，我们 结合工 程 

实 际 ，采用 专题片形 式拍摄 了一些有特色 的、较 新的 

或教科 书阐述不够详细 的施 工技术 ，并加 以编辑 ，例 

如 ：大 体积混凝 土 的施 工 技术 、转 换层施 工技 术 、水 

池 施工技术 、剪 力墙支模技术 、滚压直螺纹钢筋机械 

连接技术 、建筑 加 固技术 、锚 杆 挡土 墙技术 等 ，这些 

工艺在实 际工程 中应用 甚广 。在这方 面我们做 了大 

量 的工作 ，学 生对 此 很 感 兴 趣 ，还 常 常 针 对 片 子 中 的 

工艺212程提 出各种 问题 ，并展开热 烈讨论 ，这对开拓 

学生视野 ，增加对实 际工程 的了解 ，尽快 适应将 来的 

工作 大有裨 益。 当然技术和工艺 的收集和完善 是一 

项漫长 而艰 巨 的任 务 ，单 靠 个 人 力 量 困难 较 大 ，为 

此 ，应走 产学研 一体化道路 ，广泛收集相关 资料 。 

由于电子教材具有 直观性 、信 息容量大 的特 点 ， 

可将一些抽象 的工艺 形象 具体 地展 现 出来 ，反映 的 

实 际 情 况 多 ，再 结 合 文 字 资 料 ，这 样学 生 很 容 易 掌握  

各种技术和工艺 ，便 于 自学 ，且还 利 于携带 和保 存 。 

例如预应力施 工技术 一 章 ，该技 术在 桥 梁工 程 中应 

用较广 ，但 在建筑-r"程 中相对较少 ，就是很 多教师也 

从未接触 过该 232艺 ，由于 理论 阐述 多 ，讲 述 比较枯 

燥 ，而学生则更是茫然 。采 用 电子教材 ，学生 的学 习 

效果较好 ，同时教师的劳动强度大大减 轻 ，起 到事半 

功倍 的效果 。在 目前学 时较 少 的情 况下 ，采 用 电子 

教材是达到 良好教 学效果 的有 效 途径 。此外 ，作 为 

教师 ，应 充分认识到传 统 的封 闭式 的教 学模 式 已很 

难适 应现代教育的需要 ，应积 极参 与到 电子教材 (包 

括 电子课件 )的制作 与编写中来 ，提高 自身 的专业水 

SlZ．和计算机应用水平 。 

三、电子教材体系及内容 

应 当说 ，电子教材不 同于一般的文字教 材 ，它 涉 

及到多媒体技术 、信息技术 、施工技术 等多 门技术 的 

应用 ，全 面反 映实际施 工32艺过程 ，对 于隐蔽性 强或 

较复杂 的-r"艺 (如滑模 212艺 、升 板 212艺 等 )还 可利 用 

多媒体技术模拟施工 过程 。我们 以中国土木 工程学 

会教育工作 委员会 审定 的普通高等学校 土木工程专 

业新 编系列 教材 《土木 工程 施 工>为 基础 ，结 合建 设 

部推广的十大施工技术 ，力求 运用 各种制作 工具 ，将 

施工过程 与多媒 体 三维动 画相 结合 ，把 讲 授 内容通 

过文本 、图像 、声音 、动画等形式形象地 展现 出来 ，阐 

述 基 本 施 工 -r"艺 和 工 艺 原 理 ，并 反 映 较 新 的施 工 技 

术和 工艺 ，具有直观性 、容纳信 息量大 、形象 性强 、易 

于掌握 等特 点。 

我 们 在 施 工 电子 教 材 时 应 注 意 以 下 几 ：h-面 要 

求 ： 

第 一 ，体 系新 。从大 土木 的专业要求 出发 ，从整 

体上考虑专业 的课程设置 ，形成一套 完整 的体 系 。而 

且 要 求 互 动 性 很 强 。 

第二 ，内容新 。教 材力求 反 映 现行 常 规施 工技 

术 ，并选择一些先进技术做成专题 片系列 ，供学有余 

力 的本科学 生选修 或研究生学 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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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规 范 新 。 教 材 全 部 采 用 国 家 颁 布 的 最 新 

规范 (2003年 1月 1日我 国实施 的建 筑工 程施工 验 

收规范 以及 其他 最新 规范 )。根 据 我 国最新 系列验 

收规范 ，每一个 工艺 的内容 主要包括施工工艺指南 、 

验 收规 范和评优标 准 ，共 同构 成完整的工艺体系 。 

第 四 ，互 动性 。学生 采用 菜单 方式 即可 了解 相 

应的施工工艺 和标 准 ，而且 能很 快建 立较深 的感 性 

认识 ，从 而理解 和掌握施工工艺 。 

针 对施 工技 术课程 特 点 ，电子教 材应结合 传统 

教材制 做成专题片 ，其 内容 如下 ： 

土方工程 、地基 与基础工 程 、砌筑工 程 、桩基础 、 

混凝 土结构 工程 、预应 力混 凝土工程 、单层工业厂房 

安装 工程 、防水工程 、装饰工 程。 

升板结 构施工 、网架工 程施 工 、滑模 施工 技 术、 

锚杆挡 土墙 施工技术 、碗扣式脚手架施工 、整体式 电 

动提升架施 工 、高层建筑爬模施工 、钢管混凝土施工 

技术 、钢 管桩施 工技 术 、高 抛免 振混 凝土技 术 、建筑 

节 能和新型墙体 材料应用技术 、早拆模 体系 、台模施 

工 、地下 连续 墙施 工工 艺 、高 层建 筑 深 基坑 支 护 技 

术 、高层 建筑结构转换 层施工技术 。 

信息 法施 工 技术 、GPs在土 木工 程施工 测量 中 

的应用等 。 

钢结构施工技术 ，包 括钢结构 连接技 术、轻型钢 

结构施工 、钢与混凝 土组合结构 技术 、大跨度空 间结 

构 、高层钢结构施工技术 、钢结构的防腐与防火技术。 

桥 梁 施 工 技术 (包 括 拱桥 、斜拉 桥 等 )、路 基工 

程 、加筋 挡土墙技术等 。 

上述 专题 片 实际包含 的 内容非常 多 ，基本囊 括 

了目前 国内主要 工程 技术 ，很 多 内容甚 至 已经超 过 

了教学要求 。我们可 以根据要求 自行确 定各个 专业 

方向学 习内容 ，一些新 技术 可作为研究生教学之用 ， 

也可作为再 教育或培训之用 。电子教材是开放的教 

材 ，其 内容还可 随着 技术 的发展不断加 以完善 。 

电子教 材的体系构 成 (见 图)：电子 教材 (光 盘 ) 

和 辅 导教 材 一 本 。 

四、电子教材的应用 

专业课 不像 基础课 那样 有严 密 的逻 辑性 ，其 中 

文字叙 述的 内容 多而散 ，涉及 的具体事物较多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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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 和标 准多 ，教师讲授 困难 ，学 生听课如果 能有 

一 套施工 电子 教材 ，情 况将 会 有根本 改 观 。因此 编 

写 一 本 适 合 新 形 势 需 要 的施 工 电 子 教 材 十分 迫 切 和 

必要 ，这也是 当前 我 国高校 施工 技术 教 学改 革 的重 

要 内容和方 向之一 。 

我们将 1998年 9月 出版 的<建 筑施工 技术 系列 

教学录像 片>(10个专题 片 )应 用于高 校教 学实 践 中 

备受欢迎 ，并用于职 业教 育 和企业 员工 的培训 和再 

教育 中取得 良好 的教 学效果 ，但 作为 采用 多媒 体 和 

信息技术 的施 工 电子教材在 国内尚为空 白。这种 教 

材对 于工 程教学 具有 举 足轻重 的作用 ，不 仅 适用 于 

专 科 生 、本 科 生 、函授 生 、自考 生 和研 究 生 教 学 ，还 广 

泛适 用于广大工程 技术 人员 ；不 仅 可使 学 生一 目了 

然地熟悉我 国现行 施 工技 术 ，还 可 以熟 悉 工艺 的最 

新验收规 范 ，而 这一 切 只 需 要在 电脑 上 即可 实 现 ， 

既便 于教师讲授 ，极大地减 轻其工作强度 ，又便 于学 

生 自学 ，必将受到 教育界 和 工程 界 的极 大 欢 迎和 推 

崇 。 

编制 电子教材 的难 点在 于 ，它需要 耗 费大量 的 

精力 、时间和费用 ，同时需要 电化教育部 门的密切配 

合 ，仅凭个人 力量 难 以完 成 。建 设 部人 事教 育 司 曾 

组织各大高校参 与施 工技 术 录像 片 的拍 摄 和制 作 ， 

效果较好 ，但 由于各 种 原 因参 与者 未 能 坚 持下 去 。 

实践证 明 ，这是一种有效 的办法 和措 施 ，关键 在于各 

高校应充分 认识 到 电子教材 的重要性 ，分工 协作 ，积 

极参 与 ，在原来 的基础上完善 内容的制作 。 

五、电子教材的发展前景 

随着信 息高速公 路 的发展 ，多媒体 技术 和信 息 

技术所 提供 的人 机 交互性 、信 息 的多样化 和 集成 性 

将是未 来教育技 术 的基 础 ，而施 工课 程所 具 有 实践 

性 、综合性 、独立性特点又 决定 了两者结合所形 成 的 

电子教材将是对 传 统教 材 的挑 战 ．并将 具有 广 阔 的 

发展前 景 ；另外 ，随着 经 济 的快 速 增 长 ，作 为土木 工 

程三 要素之一的施 工技 术将 日新 月异 ，电子 教材 也 

必须随着施工技术 的发展 而不 断更新和升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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