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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德国土木工程教育的现状、发展趋势和教学特点，结合我国土木工程教育实践，构建了我国土木 

工程师的类型，并提出几点启示。 

【关键词】 德 国土木工程教育；发展趋势 ；启示 

【中图分类号】Tu一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9o9【2003)04-oO2l O3 

Development tendency and instructions of eMI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Germany 

ZHU Jian rain‘，WAN Feng-hu~。HU Xia_min2 

【1．College of Foreign I angIlage，N{ № UrIive商哆of T~hnology，Nan'jing 210009，China 

2．Dean’s Office，Nanjing UniverSicy ofT~hnology，Nanjing 210009，China) 

Abstract：The paper mai~y introduces current situat~n，development tendenci~ and tmc~ng c raeteristi~ in civil engin~ring edu一 

龆tbn in Germany．Combining the pmctic~ of civil engin~fing in our country，we’ve built the scyl髑 of cMI engin~r in our coun try and 

given some instructions． 

Keywords：ci I engineering educationinGermany：developmenttendency；in．structka~s 

德 国许多高校 开设 土建类 专业 ，主要 包括 土木 

工程 、建筑 学 、测量学 、园林建 筑几个专业 ，其 中以土 

木工程和建筑 学较 为典型 。本文 以德 国几所高校 的 

土木 工程专业 为例 ，介 绍其 教育 现状 以及对 我 国高 

等教育 的启示 。 

一

、德国土木工程教育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德 国高校 中 土建类 专 业 的 范 围及 内容 有所 不 

同 ，但基本培 养模式则基本相 同 ，即分为基础课阶段 

和专业课 阶段 ，通 常 专业课 阶段又分 成专业 基础 课 

和专业 主干课两个 阶段。各个学校可 以根据 自己的 

专业特 色 自行设 置课程 ，基础 课 阶段一般 延续 四个 

学期 ，课 程结束后有一个 中期 考试 ，学生 只有通过 中 

期考试方可进 入后 面 的专业课程 阶段 。在专业课程 

阶段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 ，再 深入学 习某 个 

专业或宽 专业 面跨学科 的课程 。第 5到 6学期 为专 

业基础课 阶段 ，第 6到 7学期为专业主干课 阶段 ，第 

8或第 9学期为学 位论文 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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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卡尔斯备厄大学土木工程类学生基本培养模式 

在专 业 主 干课 阶 段 只 有 70％的 课 程 是 必 修 课 ， 

另外 的 30％课程 可在 全 系所开 设 的所 有课 程 中选 

择 。但要经过本 专业教 师 的 同意。这样 做 的优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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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的专业选 择 面大 ，而且 基础 课 和专业基 础课 知 

识牢 固扎 实 ，能适 应各种就业面 。 

我们 从德 国尔卡斯鲁 厄大学 土木工程类学 生基 

本 培养模 式可看 出其发展趋 势 。 

1．基 础 化 

一 方面 ，科学 技术迅猛发展 ，科学知识更新换代 

的周期缩短 ，许多 专 门化 的知识 在很 短 的时间 内就 

会被淘 汰 ，相对 来 说 ，基础 知 识 则 具有 一 定 的稳 定 

性 ；另一 方面 ，面对众 多的不 同的专 门化领域 以及工 

程技术 人员就业 领域 的未 知性 ，基 础知识 则具有 相 

对普遍 的实用性 。工程教育 的基础化趋势受到教育 

界和企业界 的普遍欢迎 。 

2．综 合 化  

工程 教育 的综合化趋势是 与现代社会对工程 技 

术专业人 员的知识结构要求 紧密相联 的 。现代 土木 

工程师 的培养 目标是能迅 速解 决新 问题 和复杂 问题 

的全才 ，以及精通 自己业务并富有创新精神 的专才 。 

他 们应 需具备专业 知识 、方法论知识 、跨学科的全方 

位 的思维方式 、解决问题 的能力 、团队精神等等 。 

3．国 际 1匕 

高等工程教育 的国际化趋势是与企业面临 的市 

场的全球化趋势 紧密相 联 的。这种趋势给德 国企业 

的发 展提供 了许 多 机会 ，同时也加 剧 了企业 的全球 

化市场竞争 和技术 竞争 ，使企 业 的发展 面 临着 巨大 

的挑 战。其 国际化 的趋势 主要体 现在两个 方面 。一 

是工程学位 的 国际兼容性 。从德 国教育 决策部 门到 

经济界普 遍 赞 成在 现 有 的学位 制度 基 础 上引 入 学 

士 、硕士 学位 ，而 引入英美 学位制将在保持综合 大学 

和应用技术 大学 两种不 同教 育模 式 的前 提下 进行 。 

二是 国际 化 专业 。 随着 大 中型 企 业 出现 国际化 趋 

势 ，越来越 多 的高校 认识 到一个 未 来 的工程师 除 了 

具备专业知识外 ，还应 该具 有在 一个 日益 国际化 的 

工作环境 中工 作 的 能力 。 因此 ，不 少 高校在 工程技 

术 系科 中设 置 了 国际 化专 业 或包 含 国外学 期 的 专 

业 。不少高校还为 国际化 专业的学 生同时授予两个 

高校 的学位 。 

4，实践 性． 

工程教育 的实践性 主要指 的是培养学生应用科 

学 知识和方法解 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以及在实 际工作 

环境 和社会 环境 中的社会能力 ，比如协调能力 、合作 

能力 、交际 能力 、表达能力 等。德 国高校采 用的形式 

是 多种多样 的 ，总的来说 ，高校与企业在工程领域 的 

合作进 一步加 强 ，企业 参 与高 等工程 教育 的趋势 越 

来 越 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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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土木工程教学特点 

1．专 业 知 识 面 宽 ，注 意 社 会 发 展 需 要 和 专 业 方 

向 的设 置和 调 整  

近年来外语 、信息科学 、生态与环保等方面 的课 

程越来越受 到重视 。许 多高校 土木工程类 专业 前 4 

— 5个学 期 的课 程相 同 ，到后期 才根 据学 生相 关 科 

目的成绩 以及个人 的兴趣爱好 再重点选择有关 专业 

课 ，完 成专业 定 向。这 样使 学 生在 前两 年 的学 习 中 

还能根据社会发展 和需求调整 自己的专业方 向。 

2．紧 密联 系生产 实际 和 就 业 市场 的 需 求 ，不 断 

调 整 和 补 充 知 识 结 构 

德 国教授在 教学 的 同时必须 搞科研 ，普 遍 还有 

社会兼职 。在工 程科学 领域 ，大学 里 的基础 性研 究 

和应用研究并重 ，教 学 内容 和实例 都 紧密结 合 生产 

实践 。另外 ，德 国高校都 聘请 较 多数量 的科 研单 位 

或企业 的技术人才 到校兼课 ，充分 利用社会力量 ，又 

跟实际紧密相联系 。 

3．注重人才的独 立工作 能力 的培养 ，实践性 环 

节 多 

土木工程专业 的学 生必须 到实际生产第一线 实 

习 13周 。实 习单位 可 由学 生 自行选 择 ，也 可 由学校 

联 系安排 ，实习 的 内容 和要求 有 明确 的规定 。德 国 

的企业界都 能承 担接 收学 生 的实习任 务 ，也 为招 收 

新的员 工考 察 对象 。高 年级 学生 还 要完 成实 验 设 

计 ，自己安排时 间到实验室做 实验 ，采集数据 和分析 

数据 ，写 出实验报告 。 

4，严 格 的考 试 和 成 绩 评 定制 度  

德 国高校 已实 现大 众化 教育 ，实行 宽进严 出的 

制度 。大学学习期 间学 生必 须通 过 中期考 试 ，毕 业 

以前还要参加学 位考 试 。以土木 工程 专业 为例 ，考 

试 的 内容 多 ，题 目难 ，既 有 笔 试 ，也有 口试 ，还 要 考 察 

读书报告 、实 习成 绩 和平时 作业 。学 生考 试 的及 格 

率大大低 于我国高校 ，考 试成 绩 的及格 率不 影 响对 

教师业绩 的评判 ，因此德 国大学 生 的实际 就读 时 间 

平 均 超 过 13个 学 期 。 

5，教 学 方 法 注 重讲 授 示 范 性 的 科 学 方 法 

德 国高校 的课程分 为讲座型 、研讨 型和 习题型 ， 

另外还有实 验和实 习等 。讲 座课 上教 师和学 生没有 

交流 ，教师在课堂里侧重讲授示 范性的科学方法 ，没 

有指定 的教材 ，学 生 只管听讲 、记 笔 记 ，大量 内容 要 

求学 生通 过 自学去 掌握 ，这 种课通 常 在两 三百 人 的 

阶梯教室里上课 。结合这种讲座课 ，还安排研 讨课 ， 

要求学 生事先在对 某一 专题 深入 钻研 ，阅读 大量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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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资料 。再到课 堂里 发表 见解 ，并 相互 提 问或 补充 。 

在 这 种 研 讨 课 上 。教 师 只 起 到 主 持 和 引 导 的 作 用 。 

德 国高校 一般 没有 正式 的教 材 。教授 上课 的 内容 取 

自本课 程大量 的专 业 书籍 。随 时加入 世界最 新 的学 

术成就 和研究 成果 ，教授往 往 给学生 开列 长长 的参 

考书 目，要求学生 自己去钻研 。 

三、几点启示 

高 等教育必须实现从狭隘 的专业教育走 向综合 

素质教育 ，把专业 教育 与综合教育融为一体 ，努力形 

成与 国家经济、科 技 和社会 发展 相适应 的高 等教育 

人才培养 结构。 当务之 急是应 当调整专 业结构 ，拓 

宽专业 面 ，改 革教学 内容和培养方式 。 

1．构 建 我 国 土木 工程 师 的 类 型 

随 着 现 代 社 会 的 发 展 ，土 木 工 程 师 的 作 用 正 在 

迅 速扩大 。综合考 虑到财 政 的、社 会 的、经 济 的和政 

策的 问题 ，已成为 目前 土木工程 师的专业 职能之一 。 

工程学科 的专业 教育必须考虑用 系统 的宽广 的视野 

来 看待工程科 技和实践 。 

土木 工程包 括 规划 、测 量 、设 计 、施工 及管 理 等 

广阔范 围的活动 内容 ，需要 那种 具有 正确估 计社会 

需要 和正确估量对 社会 影 响 的知 识广 度 的人 ，以及 

那种在 专业范 围内能完 整 地设计 并4,-1诸 实施 的人 。 

因此 ，我们 要培养这 样 的能力 ：第 一 。对 于土木工 程 

课题 的构成和存在 的问题 ，以及解 决这些课 题所 用 

的技术 。有 全面 的鉴定识别 能力。第 二 。对那些 自然 

活动和事业体 系的 复杂课 题有 作概 括、解 决 和评价 

的基本 能力。对未来工程师 的教育不应 只是使他们 

有经济 的 、政治 的和社会学 的理解力 。还应学会管 理 

工 程 事 业 的 方 法 。 

土木工 程 活动 主要 需要 以下几 种类 型的人才 ： 

①工 程科学 型。主要培 养高校教学与应用基础研究 

人才 。课程设 置注重 基础 科学 理论 、计算 机应用 和 

实验技 能。②工程技术型 。主要培养设计研究机构 

和企业 的开发研究含工程设计研究人才 。课程设 置 

注重新颖性 、结合课 题研 究 、加强 工程 能力训 练。③ 

工程管 理 型。 主要 培养 复 合 型 人才 和工矿 企 业 领 

导。课 程设 置注重新技 术 。加强经济 、管理 、法律 、环 

境 、心理 学等方面 的理论 与实 践知识的学习。 

2．几 点 启 示 

①注重 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一般被定义为 主修 

和副修专业 教育之外 服 务 于学生 的智 能、情 感和社 

会化 等方 面发展 的教 育 。传 统 上 。通 识教育 主要包 

括人文教 育 、社 会 科 学 教 育 、数 学 和 自然 科 学教 育 

等。在 当今信 息技术 日益 发达 。全 球化 和 国际化 愈 

益 加强的时代 ，通识教育 的范 畴相应地得到 了拓 宽 ， 

很 多大学都将信息技术应用 、外 语 、多元 文化等的教 

育包 括进 去 了，并在通识 教育 中融人 了跨学科 、跨文 

化教育 的理念 ，更注重通 识教育 的整合性 、目的性和 

确 定 性 。哈 佛 大 学 校 长 陆 登 庭 在 出席 北 大 百 年 校 庆 

的演讲 中指出 ，最好 的教育 不仅使 我们 在 自己的专 

业 中提高生产力 。而且 使 我们善 于 观察 、勤 于思考 、 

勇 于探索 ，塑造健 全完善 的人。 

②设置跨学科课程 。积极探 索建立交叉学科专 

业 ，这 是 国际上许 多发 达 国家高 等教 育人 才 培养 的 

共 同趋势 。要打破 学科 壁垒 ，在 遵循 学科 专业 发展 

规律 和人 才培 养 规 律 的基 础 上 ，构 建 教学 新 体 系 。 

土木工程类 专业可 以分 阶段分层次开设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 主干课 ，课程 设 置和教 学 内容应 与注 册结 构 

工程师考试 接轨 。要 深化 学籍 管理 制度改 革 ，进 一 

步完善学分制 。让学生选 择课程 有更大 的 自由度 ；允 

许跨专业 、跨 院系、跨学校选课 。建立 主辅修制 ，形 成 

高校人才培养多样化 的新格局 。 

③加强学生创新 能力 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我 国 

教师在教学 中力求 使学 生弄 懂基本 理论 。过分 强调 

每门课程 的系统性 和完 整性 。教师基 本 上按 教材备 

课 。按教材讲课 。考试也 只需要教材。这样对培 养学 

生的 自学能力非常不利。要摒弃 陈旧的教材 和课程 

内容 ，在保持我 国教育特 色的前 提下 。参 照国际公认 

的质量标准 。借鉴 国外 先进的教学方式 、方法和教材 

编写经验 。组 织编 写适 合时代 发展 要求 和我 国 国情 

的各种教材 。提高我 国高等教育质量 和人才质 量 ，使 

我 国 的人 才 能得 到 国 际认 证 。 

*本 文为 中 国建 设 建设 教育 科 学研 究 课 题 之 

一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项 目立项课 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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