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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 内容，本科教育始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南 

京航工航天大学土木工程系结合 自身专业建设的经验，有效地利用学校的各类资源，通过一 系列教学改革实践 ，建 

立了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充分体现 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务实与创 

新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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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许多高水平重点大学在制定发展 

规划时都将建设研究型大学作为奋斗目标。研究型 

大学较其他类型大学具有许多独特的优质资源，如 

先进的办学理念、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居于领先水平 

的学科群、优良的科研教学设备、培育优秀人才脱颖 

而出的软环境等。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如 

何充分利用研究型大学所特有的优势和条件，精心 

打造和发展本科教育，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符合 

社会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界 日 

趋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 

南京航工航天大学是一所 211工程重点大学 ， 

但土木工程专业在我校是一个新办专业 ，建系时间 

不长。我们通过准确定位，并有效地利用学校的各 

类资源，在十五土木工程专业教学改革与实验室建 

设项目重点资助下，建立了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实 

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务实与 

创新的统一。 

一

、大力建设精品课程 。重点夯实基础理论 ，努 

力拓展专业知识体 系 

在建设研究型大学教学体系的总体框架下 ，按 

照重基础、宽口径的教育理念，确定了土木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导下，确定了精 

品课程建设的具体 目标 ，明确 了精品课程建设 的水 

平与定位，落实了将这种教育理念落实到课堂教学 

过程中的具体措施，构建了精品课程建设的系统构 

架。 

土木工程专业涵盖了以前的建筑工程、桥梁工 

程、道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专业，专业课繁多，且 

涉及的内容有大量交叉重复，既增加了教师与学生 

的负担，也由于知识点太零散影响了整个专业课程 

体系的系统性。因此，将钢筋混凝土结构原理、钢结 

构、砌体结构、桥梁工程的相关知识予以梳理归纳， 

形成了一门重要的大专业平台课——工程结构设计 

原理 ，并且将之列入精品课程建设 目录。该课程由 

富有经验的中青年教师负责建设，并且结合实际教 

学经验，自行编著教材。通过大力加强该课程的基 

础性，真正实现了为整个土木工程专业课程服务的 

平台功能。在此基础上，有机地整合了多高层建筑 

结构设计、单层工业厂房设计 、钢结构 、砌体结构等 

课程中的结构分析理论和结构设计方法，结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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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工作中可能经常遇到的设计问题及相应的实 

用工具软件 ，形成 了另一 门重点 建设 的精品 课程 

— — 建筑结构设计。该课程由具有丰富设计经验 的 

教师具体建设，全面系统、生动有趣地将结构设计的 

体系完整地展现给学生。另外，依托空气动力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结合现今土木工程领域超高层建筑 

和大跨度桥梁抗风设计与分析的研究热点，建设了 

极具特色的精品课程——工程结构抗风。 

将工程结构设计原理、建筑结构设计、工程结构 

抗风这 3门精品课程的功能定位在造就具有扎实 的 

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良好专业素质，具 

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通识型专业人才上。 

根据几年来 的课程教学实际效果来看，通过这些精 

品课程的建设 ，学生的学习能力 、适应能力和实践能 

力得到了有效的加强和提高，基本理论、专业知识与 

工程意识、工程实践能力得到了有机结合，既夯实了 

基础理论知识 ，又拓展了专业知识体系，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二、加强专业实践能力训练，培养社会认可的高 

级专门人才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向小康社会全 

面进军之际 ，培养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全面发展 的 

高级专门人才是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高级专门人 

才在不同学科中的定义不同，在理科中是指从事基 

础理论研究的运用抽象符号系统构建某个学科或领 

域内的概念、定律或学说 的科学人才 ，如数学家、物 

理学家等；在工科中是指在一定理论规范指导下将 

抽象的理论符号转换成具体的操作构思或产品构型 

的科技工作者，如工程师、企业家、高级管理人才等。 

土木工程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科专业。 

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 日益迅猛的时代背景下，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应是复合 

型、创造型专业人才。因此，培养的毕业生必须具备 

扎实的理论基础、广博 的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 、较 

强的工程实践能力，以及运用规范的工程语言解决 

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工科，同时还需具备一定的计 

划、决策、组织、协调和市场预测及应变能力及科学、 

务实、严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这些能力的养成和提高离不开大学期间严谨系 

统的工程技能培训。因此 ，利用学校的各类资源，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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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建设好土木工程专业实验室，在学生认真做好 土 

木工程专业实验的基础上 ，鼓励本科生配合研究生 

参与研究性实验工作。随着实验 的进行 ，逐步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的敏锐洞察力、分析问题的科学思维 

力、解决问题的实践力和应变力。其次，针对学生工 

程素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专业课的教学方式进 

行改革。专业课教师参与学生的实习，将专业课讲 

授内容与生产实习内容相结合，将学生的专业课学 

习纳入到毕业设计的外延中，由指导教师辅助学生 

的专业学习 ，让学生始终带着问题学习。 

同时针对当前毕业设计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比 

如时间仓促(仅 13周)，设计选题多为“假题假做”， 

学生的学习动力不足，毕业设计操作流于形式等，进 

行了毕业设计改革。本着早人手、精选题、细指导、 

真设计的方针，将毕业设计拓展为两个学期，从第 6 

学期末开始运作，使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对实际工程 

问题有深入的理解，自己独立动手，以设计院标准高 

质量完成全部设计工作，使提交的毕业设计成果达 

到工程硕士的水平。具体实施路线如图所示。 

三、鼓励学生 自主进行研究探索。培养创新型精 

英人才 

高校将发展科学、进行科学研究作为其第二职 

能是一项世界性的普遍原则，这也是由高校 自身的 

特点决定的。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人才荟萃，学科门 

类齐全，科学仪器设备先进，资料丰富，信息交流通 

畅快捷 ，有条件经常举行学术交流活动 ，加上相对比 

较开放自由的环境，这些都为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 

物质和精神上的基础和条件。研究型大学与一般大 

学相比，其职能的特点在于承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 

发展高科技、提供高水平服务的重任。因而研究型 

大学是各种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前沿阵地，也是培养 

创新型精英人才的基地。 

为了将创新教育纳入到正规的教育教学体系 

中，贯穿于 日常的课堂教学中；为了提倡和鼓励学生 

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 ，培养学 生的创新意识与创 

新能力 ；为了激发学生崇 尚科学、追求真知、勤奋学 

习、锐意创新的热情 ；为了在学校里营造 良好的学习 

环境和氛围 ，促进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的涌现 ，我校 

积极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并且通过设立大学 

生科技创新基金给予制度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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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自行提出研究设想 ，联系相关导师，在导师指导 

下提出立项申请。对于申报项目要求具有一定的创 

意和应用价值，研究时间一般不超过 1年，资助金额 

500～10000元不等。 

时间段 第六学期 第七学期 第八学期 

图 I 毕业设计改革实施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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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积极鼓励学生热情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并 

且在工程实践的各个环节积极鼓励学生认真观察、 

细致分析、积极探索，自主发现问题，并尝试运用所 

学理论知识去开拓创新，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各级 

创新活动的获奖者，在奖学金评定、优秀生选拔、免 

试研究生推荐中获得优先权。这样标本兼治，极大 

地鼓舞了广大学生的创新研究激情。比如有的学生 

对目前建筑结构设计中正在逐步推广但还不成熟的 

短肢剪力墙进行细致分析后 ，提出了短肢剪力墙应 

用中关于肢高厚比的相关问题 ，并且产生了解决 问 

题的初步想法，在与相关专业教师探讨之后，自主申 

报了课题“短肢剪力墙肢高厚比的研究”，获得学校 

科技创新基金资助 ，最终得 出了具有应用价值 的研 

究结论。 

通过发动全系学生踊跃参与大学生科技创新活 

动 ，取得了以下成果 ：1．培养了学生开展学术研究与 

探索的学习习惯，加强了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2．促进了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的有机 

融合，使得学生从教学活动中的被动接受者成为主 

动探索者。3．增强了师生间的交流，促进了教学和 

科研的有机结合，在师生间营造了一个更为浓郁的 

学术研究氛围，在师生共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真正达到了教学相长的 目的。4．培养 了学生 

严谨的科学态度、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促进了优秀 

人才和优秀成果 的出现 ，为全 系师生的科研创新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将人才培养与高校为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能 

相统一 

高校作为一定社会之中的文化科学中心 ，有能 

力、有义务对当地社会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进行实 

际而直接的服务。高校通过广泛的社会服务，有利 

于高校理论联系实际 ，了解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重 

大问题，努力寻求解决的方法，从而提高高校的教学 

与科研水平 ，增强社会适应性 ；也有利于高校与社会 

建立紧密的联系和 良好的关系 ，更好地吸收 当地的 

资源，加快高校 自身的发展。 

我们本着上述 目的成立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研究院为我系师生的社会 

生产实践提供了平台，既可以使我们的教学科研活 

动成为有源之水，更符合社会需求，又可以让社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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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们的科研实力、技术服务能力，尤其是让社会 

更了解我们的毕业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建筑设计研究院在为社会服务的基础上 ，同时 

也成为了我系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科技活动的另 

一 个重要基地。 

研究生入校后可以主动自愿参与建筑设计研究 

院的部分科研项目，这样可以使学生接触到科学研 

究，触摸到专业技术发展的脉搏，激发学习和探究的 

兴趣，使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得以提高。本科生在 

毕业设计时也可以选择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实际工程 

设计项目作为题目，并且在指导教师总体把关、重点 

释疑的基础上，配备了研究生作为辅助的指导教师， 

随时对学生实施具体的全程指导，这样促进了本科 

生与研究生的高效交流 ，既有利于本科生高效率地 

利用时间学习知识 和接受指导 ，又可以提高研究生 

全面的科研素质与能力。这样 ，作 为科技服务平台 

的建筑设计研究院极大地促进了产、学、研的结合， 

充分体现了研究型大学既有发展科学研究的一面， 

又有为社会和国民经济服务的一面。 

五 、结语 

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一 

个重要内容，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具有现实意义 

的研究性课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土木工程系结合 

自身专业建设的经验，摸索了一套适应自身发展的 

人才培养模式，体现了基础性、实用性、前瞻性的统 

一

。 在下一步的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中，我们还将 

继续贯彻既有的培养 目标 ，不 断开拓新的教学改革 

思路，进一步深化、完善和发展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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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le group for the model of forstering students for 

civil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research university 

YANG Jie‘，AI Jun‘，HUANG Dong—sheng‘
． GE Li 

(1-Department ofCivil Engineering，Na,~ing Universfly ofAeronamics and Astronautics，Ⅳ(咖 210016； 

2．College ofQi,~ o，Technolo~cal University，Q g如o 266106，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advanced education reform in new ep． 

och，whil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lways is the foundation of advanced education．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in our spe． 

cialty construction，we made use of all kinds of available res0urces．carried out a series of teaching reform  and estab ． 

1ished effective the model of fostering students．Which embodied the unification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the un ifica． 

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the unification of realism and innovation，in each stage of the model of fomtering students
． 

Key words：civil engineering；the model of fostering students；special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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