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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改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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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了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重要性厦其改革的必要性。课题组通过多年的改革 

实践。得 出了以下认识：贯彻“积木式”教学方法，有利于理论课程体系教学与实践性环节教学的有机统一；成立学 

生课外科研兴趣小组，吸收部分优 秀学生参加教师的科研课题，可以极大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一定的科研能力； 

实行两种实习模式并举，积极推行分散实习，加强实习成果交流；同时结合工程实践，精选毕业设计课题，实行全过 

程拉制、阶段检查，举行公开答辩，达到了学生“自我实践”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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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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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推进、素质教育的深 

化和土木工程专业口径的拓宽，高等工程教育在继 

续强调理论基础的同时，也越来越把工程实践作为 

学生学习的重点，用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和综合素质。土木工程专业更是一个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的专业。根据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土 

木工程专业涵盖房屋建筑工程、公路与城市道路、桥 

梁工程和地下工程等多个专业方向，土木工程专业 

教学中实践性教学环节占有相当的比重，例如，建筑 

工程方向就包括6门课程设计(房屋建筑设计 2周、 

混凝土楼盖设计 1周、钢结构设计 1周、混合结构设 

计 1周、施工组织设计 1周和概预算设计 1周)、四 

大实习(认识实习 2周、测量实习 3周、生产实习 4 

周和毕业实习4周)和 12周的毕业设计，共计 32 

周；同时理论教学中还包含一些实践性教学环节，例 

如，材料力学中的材料力学试验、建筑材料中的建筑 

材料试验、建筑结构试验中的结构试验等都属于实 

践性教学环节。实践性教学环节在土木工程专业整 

个学习过程中占25％左右。因此 ，如何搞好土木工 

程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无疑成为土木工程专业的 

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实践性教学环节， 

是时代的所需，是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 

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课题组全体教师开展了 

一 系列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改革的研究，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共识，取得了一 

些改革成果。 

一

、传统实践性教学环节中存在的不足和困惑 

(一)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缺乏有机的统一 

以往的各门理论课程教学包括其相应的实验课 

程或课程设计教学仅仅是围绕各自的课程服务的， 

彼此间缺乏有机的统一。例如，建筑结构试验中混 

凝土构件的试验其设计、制作和实验准备统统由试 

验教师完成，学生仅就试验而试验，缺乏对全工程的 

了解，学到的也局限在建筑结构试验这门课的知识。 

(二)实习教学环节存在的困惑 

在四大实习中除测量实习可以在校内进行，认 

识实习属参观类实习，比较容易解决外。生产实习 

和毕业实习属校外实习，且时间较长，随着学生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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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人数成倍的增加，同时，学生学费自费使得这两 

个实习在进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具体表现在： 

1．联系实习单位越来越困难 

随着学生人数的成倍增加，学生的分组数量越 

来越多，仅仅由几个实习指导教师来联系实习单位， 

实行集中实习是越来越困难。 

2．实习经费紧张 

由于学生学费实行 自费，相对以往国家或部门 

拨款，实习经费在数值上和以前相比最多只能持平， 

扣除指导教师的联系实习、指导实习的各种必要的 

差旅费，每个学生每周实习经费只有 30 40元左 

右。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中，实习经费可能容易满足 

其实习要求，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车费 

和住宿费逐年涨价，使得实习经费相当紧张，即使不 

出省实习，实习经费也最多只能解决学生交通的问 

题，住宿、吃饭等问题必须由学生自费解决。在以往 

的实习过程中，指导教师经常为联系实习学生的住 

宿费问题费尽周折和口舌。例如：在一个省会城市 

要解决 100多学生住宿，费用又限制在 10元／人／天 

左右，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3．实习效果不理想 

一

方面由于学生人数的增加，分组学生人数有 

时不得不增加，这样学生实习过程中的动手机会就 

会减少，培养学生的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减少； 

另一方面，实习经费的紧张，有时不得不压缩实习时 

间，或就近实习，这样使得实习效果不理想。 

二、改革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研究成果 

(一)贯彻“积木式”教学方法，加强理论课程体 

系教学与实践性环节教学的有机统一 

在土木工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及相关的课程 

设计、毕业设计过程中，始终围绕“一栋理想的房 

子”、“一座理想的桥梁”进行，这栋理想的房子或这 

座理想的桥梁的功能、材料和结构型式等均不受限 

制。其中，理论课程教学解决是“积木”的过程，例如 

房屋建筑学课程解决的是各类房屋的建筑功能问 

题，建筑材料课程解决的是建筑材料的种类和各自 

的优缺点以及如何科学合理选材的问题，结梅类课 

程解决的是结构有哪些类型、如何合理布置、如何设 

计和计算等问题，施工类课程解决的是如何科学合 

理地建造一栋房屋的问题。而各类课程设计和毕业 

设计等设计类实践性教学环节就是一个“累木”、“营 

造”的过程，从建筑制图一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 

结构类课程设计(包括混凝土楼盖设计、钢结构设 

计、混合结构设计)一施工类课程设计(包括施工组 

织设计和概预算课程设计)等整个课程设计就是一 

栋房屋的一个完整的“累木”过程；同时，毕业设计 

(从建筑设计一结构设计一施工组织设计)又是另一 

个完整的房屋的“积木”过程。因此，在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课及有关设计类实践性教学环节中，贯彻“积 

木式”教学思想，有利于各类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性 

环节教学的有机统一。 

加强理论课程体系中的试验性教学实践，有利 

于整个课程体系的有机统一。例如：“钢筋混凝土简 

支梁三分点加载破坏性试验”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一 

个必做的试验，这个试验一般安排在专业基础课和 

主要专业课已经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像这样的试 

验完全可以让学生自己设计(包括构件截面的配筋 

设计、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等)、自己制作(包括钢筋骨 

架制作、模板制作、混凝土浇筑等)、自己进行材料力 

学性能试验(包括钢筋和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自 

己进行破坏性试验(包括试验的准备、测点的布置、 

应变片的粘贴、数据的采集、分析等)。这样一个简 

单的试验既培养了学生动手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能 

力，达到了建筑结构试验课程的教学目的，又可以巩 

固学生所学的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建筑材料等课程 

的基本知识，而且可以加强对混凝土结构的基本原 

理(包括平截面基本假定、受弯构件的计算等)的理 

解，起到一举多得、融会贯通的作用。 

(二)成立学生课外科研兴趣小组，吸收优秀学 

生参加教师的科研课题，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一定 

的科研能力 

我校自1989年土木工程专业(以前称工业与民 

用建筑专业)本科招生以来，在高年级(大三、大四) 

学生中成立课外科研兴趣小组。要求学生利用课余 

时间或寒暑假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包括国家级、省 

部级和市级)等纵向科研课题和各种工程检测、评 

估，甚至设计等横向科研课题。学生通过参加一些 

实际科研课题和工程实践，极大地培养了动手能力 

和一定的科研能力。例如，有部分学生能够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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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发现问题，更优秀者甚至能够对一些问题提出好 

的解决方法；个别学生在本科教学阶段就发表论文 

多篇；有 l，3左右的学生考上研究生，得到了进一步 

深造，并在读研期间上手快，深得学校和硕士导师的 

欢迎；毕业后赢接走向工作岗位的学生动手能力强， 

深得用人单位的好评。 

(三)加强实习教学环节改革，实现“自我实践” 

针对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中存在的联系实习单 

位困难、经费紧张、时间不足等问题 ，课题组教师广 

泛调查省内外有土木工程专业的高校(包括同济大 

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长沙 

理工大学、湖南城市学院)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的组 

织情况，在此基础上，详细编著了《生产实习指导书》 

和《毕业实习指导书》。实行两种实习模式并举。综 

合考察、答辩与交流相结合，实现“自我实践”的改 

革。 

1．第一实习模式——集中实习 

这是一种传统的实习方式，便于教师集中管理 

和指导，容易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实习目的，缺点是联 

系实习单位困难、实习单位要求多、要解决学生住 

宿、存在实习经费不足等问题。改革这种实习模式， 

关键是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以学校的名义与学校周 

边的建筑施工企业、设计院、建筑监理单位建立长期 

的合作关系，签订定点实习基地协议，聘请实习指导 

教师，这样，可以解决部分实习单位的问题，同时，实 

习单位与学校基本上在同一城市，学生实习可以回 

学校住宿，解决了实习经费紧张、学生住宿难等问 

题。 

多年来，我们先后与湖南省第一工业设计研究 

院、湖南省建工集团第六工程公司、湖南省建工集团 

第三工程公司等省内多家大型设计院和施工企业签 

订长期实习基地协议，较好地解决了部分学生生产 

实习和毕业实习问题，并取得了较好的实习效果。 

其中湖南省建工集团第三工程公司实习基地获得了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实习教学基地”称号。 

2．第二实习模式——分散实习 

集 中实习是不能完全解决实习中存在的问题， 

必须积极推行分散实习。学生根据生产实习任务书 

和毕业实习指导书的要求，持学校的实习介绍信，在 

家庭住址附近城市 自行联系实习单位，完成实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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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对于一些边远山区的学生，可以由指导教师利用 

往届的毕业生及校友等关系，介绍到相应的实习单 

位去实习。这种分散实习，实习单位学生人数相对 

较少，一般容易解决学生的吃、住等问题，利用暑假 

时间。实习时间可以自由延长，一般学生既可以达到 

实习目的，同时，也可以为实习单位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甚至可以解决实习单位施工过程中存在的 

一

些疑难问题。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有不少学生 

在分散实习过程中，得到实习单位的好评和奖励。 

分散实习是由学生 自己联系实习单位，加强了 

学生的主动性，克服了集中实习中指导教师安排的 

被动性；同时，学生在联系实习单位及实习的过程 

中，锻炼了学生的社会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为学生 

自己联系工作单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分散 

实习有利于学生“自我实践”。 

3．综合考察、答辩与交流相结合 

实习成绩的考核，应以实习单位的鉴定为主，指 

导教师考查和实习答辩与交流为辅。其中，实习成 

果答辩与交流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学生实习分散 

在不同的实习单位，实习的对象是不同的工程，其结 

构形式、材料应用、施工工艺、施工技术、施工方法等 

不完全相同，通过实习成果答辩与交流，学生可以相 

互学习，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成果同享，甚至有部分 

优秀成果，通过现代数码信息技术(数码照片、数码 

摄像等)形象、生动地再现工程实践；同时，通过答辩 

与交流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表达能力，为毕业生 

走向工作单位从事组织管理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 

础 。 

(四)结合工程实践。精选毕业设计课题，实行全 

过程控制、阶段检查，举行公开答辩，较好地达到 了 

实践教学的效果 

毕业设计是对本科理论学习阶段的一个综合应 

用的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是一个完整的“积木” 

过程，也是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实战演习。因 

此，选好毕业设计的课题至关重要。多年来，课题组 

毕业设计指导教师紧紧结合工程实际，以实际工程 

的设计、施工为参照物，及时选用一些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进行不同的方案设计，并与实际工程 比 

较。这样，学生既可熟悉实际工程的设计、施工全过 

程，还可以掌握一种或多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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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的应用所带来的优势，为今后走向工作岗位 

从事设计或施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毕业设计采用指导教师负责制，实行全过程控 

制。各个系部和学院组织相关专家(包括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公司的技术负责人，政府建设职能部 

门负责质量、安全监督的负责人，校内外的专家、教 

授等)结合工程实际和毕业设计举行专题讲座，并分 

阶段检查学生毕业设计成果，最后举行毕业答辩，作 

为毕业设计成绩评定的一个重要依据。 

毕业答辩是检验学生毕业设计成果的一个重要 

环节，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表达能力，特别是 

举行公开答辩，邀请校内外的专家作为毕业答辩的 

评委，既是对本届学生培养质量的一次全面的检验， 

也是对外宣传我校的一个窗口，为学生毕业就业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对非毕业学生树立了较好 

的榜样。 

三、结语 

经过课题组教师的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改革和实 

践。改革的成果初见成效：使得我们培养的学生专业 

知识扎实，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适应工作能 

力，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在全国本科毕业生一次性 

就业率低下的情况下，我系本专业的毕业生一次性 

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大多数毕业生在毕业后 1 

3年内就成为了企业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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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form in practical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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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reform impoaance and necessity in practical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have 

been demonstrated．Some valua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gmned by many years reform practice：Carrying through the 

Building Blocks’teaching method ma y strengthen the unity of courses system an d practical teaching．Established student 

extracurricular research interesting groups，absorbed some excellent students into teachers’research pmjects，may train 

practical capacity an d research capacity．Carrying out the dispersing practice and strengthening the exchange of practical 

achievement，in the meantime，combined practical engineering，choosing rational graduation projects，carrying out a 

whole process control，stage check，holding public graduate reply，will put into student self—improvement． 

Key words：practical teaching；building blocks’teaching mode；extracurricular research interesting groups；two 

practical models；exchange and reply；self—improvement 

· 93 ·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