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建筑教育 2007年第 16卷第 2期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Vo1．16，No．2，2007 45 

工程的软化与素质的硬化 

马成松 

(长江大学 城市建设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工程学科在工程理念、工程方法和信息处理方面都 出现了许多 

新的趋势，对工程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需要强化工科学生的素质教育，以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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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大环境，我国加入 WTO后的新格局，对我国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社会的竞争，本质上是人才的竞争⋯。科技 

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高素质人才的拥有量和利用程度， 

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高校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责任 J。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 

从精英教育转变到大众教育之后，随着生源的扩大，在校学生数量明显增多，如 

何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根据个性化发展的要求，培养高素 

质人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对于工科学生的培养来说，应把工程教育与素 

质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密切关注工程学科发展的前提下，根据科学的发展来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一

、“软化”是当前工程学科一个显著发展趋势 

(一)贯彻以人为本 

工程是人类改造 自然、为自身谋福利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在工程活动中应 

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就是在构建工程系统时应根据人类的需 

要，考虑人类本身的特点，因此，工程系统应该是包括“人一工程一环境”在内的 

大系统，人是这一系统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情感、意志、喜好对系统的运行产生决 

定性的影响，同时人类也应按客观规律办事，充分尊重 自然规律，从而达到天人 

合一、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才是工程的最高要求。 

“以人为本”不仅仅是指以当代人为本，而应该是指包括下代人在内的所 

有人，我们不能只顾现代人的利益而做出牺牲后代人利益的事。因此，在工程活 

动中树立可持续发展意识，是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要求。人类在过去处理人与 

自然的矛盾时，将 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于自然，已遭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生态环 

境的破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人类逐步认识到自己与自然处于同一共 

生系统中时，感到为时太晚。因此，处于人一环境这一矛盾最为敏感地位的设计 

师们，最先感受到保护 自己赖 以生存的环境很重要。早在 20世纪 50年代， 

希腊规划大师道夏迪斯(G．A．Doxiadis)根据自己的设计实践而创造了一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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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科——人类聚居学(Human Settlements)，其中 

心思想是：人类聚居是一种社会现象，人居环境包括 

自然界、人、社会、建筑物和联系网络 5个基本元素， 

只有从所有角度并用系统观点进行分析才能探索其 

内在实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工程中贯彻“以人为本” 

的思想，使得工程学科受到社会、人文等因素的约束而 

变得软化起来，因而工程与人文的携手成为必然。 

(二)注重原始创新 

过去以手算为主、以手工绘图为主的工作模式 

正在被高速发展的计算机与软件技术所取代，工程 

中“无图板设计”的时代已经到来。随着计算机的日 

益普及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崛起，工程设计和制造者 

们的工作方式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过去查手册、 

翻图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可以坐在计算机 

显示屏前 ，审视自己用三维动画制作的方案，全面考 

虑包括材料、造型、色彩等各因素变化对产品设计和 

制造效果的影响，校核各项结果，并及时从网络上获 

取新的信息，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设计作品并回答 

业主的各种查询。微电子技术、网络技术可为工程 

设计和制造提供最新技术、最新信息，工程设计和制 

造者们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把更多的精力花 

在新方案的提出和修改上，花在原始创新上。 

上述趋向表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可以帮 

助工程技术人员解决计算方法、计算技术等这些技 

术层面的问题，工程技术人员除了要掌握这些技术 

之外，更多的应在宏观层面的设计概念、设计创意等 

这些计算机无法取代的方面下功夫。 

(三 )处理综合信 息 

图 1所示为工程设计过程框图。从图 1可以看 

出，在整个设计运行中牵涉到许多环节，必须处理大 

量的信息，人们已经借助模糊数学、集合论、拓扑学 

等数学工具，建立起各种设计过程的数学模型，并研 

制出形形色色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 (Expert Sys— 

tem)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一个重要 

分支和一门综合性较强的边缘学科。著名人工智能 

学者、斯坦福大学教授 Feigenbaum说，它是“一个利 

用知识和推理过程解决那些需要特殊的重点的人类 

专家知识才能解决的复杂问题的计算机智能程序。 

所用必要的知识和推进过程可认为是最好的领域专 

家的专门知识一个模型”。在工程设计中使用的专 

家系统既有宏观规划、决策系统，也有针对某类工程 

或某项技术而设计的系统 。 

图 1 工程设计过 程 

近年来，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作为人工 

智能的另一个分支在工程设计中的应用 日渐活跃。 

神经网络是由大量模拟人脑神经元的简单处理单元 

相互连结而成的复杂网络，由于它具有较强的容错 

能力和自适应性能，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 

结构分析与结构破损评价方面都有大量文献报导。 

这些都表明，复杂化、综合化是工程学科的必 

然，而处理工程问题最重要的是收集信息和处理信 

息，综合的信息、模糊的信息、灰色的信息和随机的 

信息的大量存在，增加了识别和处理的难度，也对工 

程教育提出了挑战。 

二、工程人才素质短缺矛盾突出 

高等工程教育目标是为国家培养从事工程技术 

的高级人才，这样的人才必须是高素质的，包括在政 

治思想、业务技术、体魄体能、道德素质等方面都要 

达到较高的标准，其中道德素质应该摆在重要地位。 

人们常说 ：有德有才是人才，无德有才是歪才，有德 

无才是废才。德才兼备德为首。目前工程人才伦理 

素质短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敬业精神不强 

对职业的尊重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之一。我们常 

常发现许多在校学生的“角色”意识较差，就业前的 

思想准备严重不足，其具体表现为不严格履行学生 

的职责，对专业知识的学习缺乏刻苦精神，没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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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校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就业前的培训，这种培训 

是知识准备、技能训练和思想熏陶。 

(二)诚信缺失 

诚信是社会主义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 

础，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功的保证。有人把 

当前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种种坑蒙拐骗现象归结为 

“诚信缺失”。可惜这种诚信缺失也波及到高校，学 

生或多或少地受到传染。例如：抄袭作业，不以为 

然；考试作弊，屡禁不止，凡此种种，无一不是诚信缺 

失在学生中的反映。 

(三： 环境公德意识缺乏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坚持可持续发展 

观。社会的发展引发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 

题等都必须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加以合理解决。有 

许多企业不顾对环境的危害，对公众的损害，为了盈 

利，生产有害大众健康的产品，或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的产品，或者排放大量有害的废料、气体，图小利、害 

大利，干着损人利己、缺德害理的事情。 

(四)综合 能力不强 

综合能力不强表现在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不 

强、创新意识不强、沟通合作能力不强等方面。 

三、加强工程人才素质教育的建议 

(一)加强伦理道德教育 

在当前，尤其要强调工程伦理教育，其主要原因 

是：(1)工程伦理教育是德育中重要环节，但又是易被 

忽视的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 

没有提到应有高度，即使注意到了，也是宏观的多，微 

观的少，概念性强调的多，具体操作部分不详细。随 

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某些政治上的腐败消极现象也或 

多或少地渗透到学术和工程领域，有人称之为“学术 

腐败”，由此引发在工程中的“豆腐渣”工程，偷工减 

料、乱编数据、伪造工程资料等丑恶现象时有发生。 

对学生加 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塑造未来高素质工程技 

术人员必不可少的环节，是高校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 

举措。(2)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工程伦理 

问题需要回答和解决 。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物 

工程、克隆技术提出了许多全新的工程伦理问题。按 

照与时俱：进的精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 

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寻求新的方案。可持续发展的道 

德观要求：我们，应当充分承认和尊重“自然”的生存权 

与发展权。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应与对 自然的“给 

予”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人类要热爱和保护自然，努 

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按照自然本身的规律改善和优 

化自然。同时，当代人需要承认和尊重后代人的生存 

权和发展权。当代人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对生态环境 

资源的消耗)都应考虑对后代人的影响，不能以浪费 

和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增加 自己的财富，损害后 

代人的权利和利益。 

(二)加强创新观念培养 

创新教育是指以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品格、创 

新思维和创新方法为目的的一切教学活动的总称。 

创新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科学家主要从事知 

识和理论的创新，工程师主要从事技术创新。技术 

创新的内涵包括：(1)产品创新(形成新产品)；(2) 

工艺创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3)市场创新(开辟 

新的市场)；(4)资源开发利用的创新；(5)体制创新 

和管理创新。 

青少年时期是创新思维培养的重要时期。学生 

往往凭借着敏锐的观察、理性的理解、整体的判断， 

进出灵感，豁然顿悟，创造性地认识事物，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学生的创新思维往往会超过教师期望的 

结果，这时教师应该加以赞扬和保护，即使有些观点 

不正确，也应该在肯定的前提下，引导学生一起讨 

论。其实每位学生身上都蕴藏着丰富的创造潜能， 

所以要对学生积极引导，使他们善于发现和认识有 

意义的新知识、新事物、新方法，掌握其中的基本规 

律，使他们树立创造思想，发展创造思维，培养创新 

精神，提高创新能力。 

(三)加强跨学科知识的整合，培养复合型人才 

将现代计算手段和技术引入工程教育，将会大 

大提升工程专业新技术的含量并会引发古老学科跨 

越式的变革。在 MIT的土木工程课程设置中就充分 

体现了这一点，如开设数据库、互联网及有关系统整 

合技术，营造业中的电子商务、图形辨识与分析，至 

于小波分析、滤波原理则完全是信号分析与处理专 

业的基础了。 

“3C”技术 (即 communication，computer，con- 

tro1)在当前信息化的背景下，已成为各行各业共享 

的技术和手段。这些技术对工程类各专业的渗透和 

对旧有知识体系的重组已引发跨越式的变革。我们 

应该敢为人先，在数据处理、图像识别、结构监测与 

故障诊断等方面寻求工程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 

点，以扩充工程专业的教学内容。 

系统思维的培养也是提高学生素质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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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工程系统本来就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加上人 

这一因素，更使得这一系统的运行增加了预测的难 

度。可惜我们的教材、教学内容都未重视学生系统 

思维的训练，做实验就事论事，讲理论天衣无缝，其 

实系统思维是开放思维、发散思维、关联思维、变革 

思维，应该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设计、毕业设 

计、教学实验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注重学生综合 

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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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ftening of Engineering and Hardening of Quality 
MA Cheng·song 

(College ofUrban Construction，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434023，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and society ，the new tendency of engineering appears on 

thinking，method and information treatment， which asks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to harden the quality of 

students，to meet the request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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