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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高校优势
 

回归工程实践
———写在《高等建筑教育》一流课程建设专刊发刊之际

 

周绪红

2020 年元月 1 日

　 　 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
  

近二十年,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95 年,开始通识与素质教育试

点;2010 年,启动“卓越工程师计划”;2015 年,推行以慕课为主的在线课程建设;
 

2017 年以来,“复

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等一系列举措,全面开启了“新工科”建设;2018 年底,又提出了

“建设金课、消除水课”的一流本科建设口号,等等,表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方兴未艾,工程科技和工程技术

人才的作用更加突出。 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深厚学术造诣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工程科技人

才,
 

是提升我国工程技术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人力资源保证,是增强我国核心竞争力、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责任和任务。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经历了五个阶段:(1)1949 年前,培养通用人才;(2)1949 年后,学习前苏联,
依照产品设置专业,培养专门工程师;(3)1978 年改革开放时期,以美国为范本,强调通识教育,培养

工程科学家;(4)2000 年,提出同时培养工程师与工程科学家等;(5)2010 年,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从培养工程科学家到培养工程师的转变,即工程范式下的工程教育模式。
  

现阶段,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在“整体工程观”视野下,回归工程实践,
 

着力构建“工程

范式”的课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知识与能力的协同、技术因素与非技术因素的综合。
  

所谓整体工程观的整体性,涵盖了工程背景、工程要素、工程产品生命周期、工程活动各个阶

段。 要求工程师对工程设计进行整体、系统的思考,不仅在设计新产品和系统的过程中关注新技

术,还需要将人的因素作为工程设计的核心,并慎重考虑工程设计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

影响。
  

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正以主动布局工程科技人才培养、适应并引领新型产业和新经济发展为目

标,回归工程实践。 这一回归,绝非简单回归,而是以“整体工程观”为指导,引领新时代的工程教育

创新与变革。
  

构建“工程范式”的土木工程课程,应以“整体工程观”为指导,从理念更新、目标重建、内容重

组、课程体系优化、学习方法设计和教学模式建构等要素进行重构。 需充分体现当代土木工程的发

展特点、需求与趋势,强调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与工程教育的有机统一,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追求

平衡,实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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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创建土木工程在线开放课程群
  

通过“互联网+”的信息化手段,使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教学资源社会化、开放化,教学方法

网络化、交互化得以实现。 尤为重要的是,使教育不再局限于教室,而更有利于自主教育和终身

教育。
  

但每一种新事物、新技术都有其局限和不足,以慕课为代表的中国在线课程建设蓬勃发展的同

时,也显现出高校各自为政,课程建设重复松散、缺乏体系性,课程质量良莠不齐,在线开放课程的

学习没有很好融入传统教学体系的不足,其本身的优势也未能充分发挥。
  

因此,顺应工程发展需求,使信息技术在高等工程教育中扬长避短,将二者有机结合势在必行。
为此,我们集中整合了各高校教学基础与优势,创建了面向土木工程本科教学的在线开放课程群。

  

所谓课程群,并非若干在线课程的简单堆积,而是面向土木工程学科人才培养需求,以“整体工

程观”和“回归工程实践”的理念为指引,构建具有“工程范式”的土木工程在线课程体系。 土木工

程在线开放核心课程群的课程,涵盖结构工程、桥梁、隧道、施工等多个专业方向,跨越概论、基础、
专业、法规以及现代 BIM 建造设计技术,充分展示了工程学科的系统性、复杂性、多样化和综合性,
彰显了工程发展与现代技术的交叉融合,弥补了松散的个体化在线课程建设的不足。 这一在线课

程体系的建设还充分展示了土木工程的人文性、科学性与工程性,兼顾了理论与实践的平衡,支撑

了土木工程专业对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研究性与创新性的培养目标。

　 　 三、强-强合作,构建协同创新的课程群建设模式
  

在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通过高校强-强合作的方式,以“最好的

团队、建最优质的课程”。 课程群由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牵头,汇集了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和长安大学等共计 10 所知名高校或土木工程一流学科的教学资源。 课程群集中高水平教师、发挥

优势教学基础,以建设高质量课程、打造精品课程群、培养工程创新人才为目标,在各校前期精品课

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精品教材等基础上,创新性地协同建设在线习题与测试题库、土木工程案例

库与综合实验库,实现资源与课程的“共建、共享、交流、促进、开放”,切实保障了课程体系的工程实

践性。
  

土木工程在线开放核心课程群的建设,探索了一条工程类多课目在线课程体系建设的新途径,
极大地促进了校际教学工作的深度合作与创新,也为参与各校打造了一批高水平教学团队。 这不

仅是我国在线课程建设模式的大胆创新,也是高校教学协同创新的一次成功探索,在线课程群建设

模式及其相关成果,在国内外均属首创,体现了我国土木工程教育的特色,引领了我国土木工程教

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值此新年之际,“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共同迎接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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