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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实习是土木工程专业学生从理论学习走向工程实践的桥梁。 针对传统生产实习模式普

遍存在效率低、效果差等问题,文章基于新媒体手段,通过生产实习教学案例,研究精细化管理和评价的

原则、实施及其效果,并通过调查反馈分析利弊,探索生产实习教学精细化管理和评价新模式。 精细化

管理和评价模式丰富了教学内容,提升了教学质量,形成的思路和采取的手段可为其他专业课程管理和

评价模式提供参考,对探索虚拟教学过程中的精细化管理模式、评价模式、评价标准等也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生产实习;精细化管理和评价;土木工程;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642. 44;TU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20)02-0158-06

目前我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工程教育。 高等工程教育处于由大而强的关键时期,需要通

过工程教育改革,建设世界工程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并探索领跑全球工程教育的中国模式、中国

经验,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在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中,生产实习教学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学
生通过生产实习可直观了解与熟悉工程施工流程,进一步掌握工程关键构造的施工技术[1] 。 谢建

军等[2]认为需要学校、企业、教师、
 

学生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通过工程合作、生产实习等实践教学

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集体协作精神,
 

提高整体教育教学水平。 宋协清等[3]认为生产实习一

般仅有 4 周,而土木工程项目施工工期普遍较长,施工周期长而实习时间短的矛盾必然会导致学生

实习内容不系统、不全面。 此外
 

现场施工指导人员工作繁忙,对实习学生的指导多流于形式,应切

实采取措施有效解决生产实习存在的问题。 廖玉凤[1] 认为驻地实习是工科学生强化工程能力训练

的有效手段,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锻炼学生交流沟通的能力,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值得探索

和推广。 此外,学生能够在实习过程中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接触一些前沿技术,为进一步

学习或者工作打好基础。 张继华等[4]提出基于网络平台实时分享生产实习过程的教学管理模式和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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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传统的生产实习管理模式和评价体系已无法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 传统生产实习大多

为学生在带队教师或者校外指导人员的带领下,集体统一行动完成学习或者生产任务。 在实习过

程中管理松散,最后学生的实习成绩也基本由实习日记和实习报告的质量来确定,区分度不高。 这

往往造成学生并不重视实习,实习教学的深度不够,大多走马观花,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是真正

希望学有所获。 郭秀芹[5]认为,生产实习考核不应单纯依赖实习日志、实习总结,还应组织学生答

辩,通过答辩表现才能真实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 同时,应增加工地导师考核环节,使实习考核更

客观公正,引导学生认真对待生产实习。 此外,随着“互联网+教育”的推进,新媒体手段具有交流方

便、收集信息易于统计和量化的特点,将其运用到生产实习中,可以使生产实习的管理和评价更具

即时性,也更精细化,有利于对学生给出更加合理的评价,调动学生参与实习的积极性。

一、生产实习教学精细化评价的原则

(一)针对性

针对性原则指在充分了解学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确定合理评价方案的原则。 建

立精细化管理和评价体系,改革评价标准与模式,在生产实习中增加更多的创新性内容。 同时注重

创新和传统的平衡,评价体系要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锻炼自身的综合能力,巩固所学的专业

知识[6] 。
针对实习内容,评分标准中设置了实习日记、预习和总结报告等;针对创新能力的培养,评分标

准中增加了微信推文、申请专利和工法(经过工程实践形成的先进施工方法)等内容,旨在大幅提升

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新媒体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二)科学性

科学性是判断实习成果是否符合客观事实的标准,要求具有较为客观的依据。 在具体教学质

量精细化评价时,完善管理制度是整个工作的重心。
结合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的要求与土木工程专业的特点,在完善教学质量精细化评价管理制

度方面,从评价工作的整体入手,对工作流程的各个环节要求管理到位。 如微信推文的阅读数量方

面,有存在花钱找“水军”刷数据的可能性,需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监督管控。
在新的评价模式中,需提前安排计划,随着实习的开展要求学生完成阶段性的相关作业。 为保

证实效,须设计每周的评价重点,引导学生分阶段地合理安排任务。
(三)易操作性

精细化评价模式应简单、易操作,符合教学规律。 对生产实习的评价多依据公共平台上的实时

数据,评判阶段只需要参与者阅读、点赞或加入讨论,操作简单,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人参与。 而评价

时只需查看真实的阅读量、点赞量或讨论次数即可给出评分,简单易操作。
(四)定量、定性相结合

精细化评价要求将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对某些可以用数据量化的评分项目(如推文、讨论、
签到)采取定量评价,而对一些没有必要过分量化的内容(如校外人员对学生的评价)依然采取定性

评价,既体现定量评价的公正性,也体现定性评价的人性化。
(五)导向性

导向性原则是指教学评价具有明显的导向功能,应引导学生积极向上不断进取。 例如,对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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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习积极性的考核是引导学生端正实习态度,认真参加实习;对参与微信群内实时讨论情况的考

核是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对学生实习日记与各项报告、论文等的考核,是引导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理

论联系实际;对微信推送和实习展板制作的考核是引导学生充分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展示实

习成果;对申请工法和专利的考核是引导学生提升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与创新能力。 每项评分都

有清晰的价值观导向,目的在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实习的作用。
 

(六)多元性

多元性评价可以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真实。 精细化管理和评价模式突破了教师单一主体的局

限,将实习单位、专利公司等引入考核主体,使评价更科学合理。 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体系旨在培

养产业与企业所需的高端应用型人才。 将实习单位等引入生产实习质量评价体系,不仅使评价更

准确,而且有助于学校根据企业的评价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向,对接社会对人才的现实需求。 此

外,由专利公司对学生申请的各项专利或工法进行专业性评判,有利于公正评价学生创新性成果。

二、精细化评价模式的构架案例

近年来,高等工程教育围绕更新理念、优化结构、创新模式、保障质量等关键点推进改革,以推

动工程教育质量持续提升。 改革重点在于树立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的工程教育新理念,提升学

生的工程科技创新创造能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优化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 特别是加快

传统学科专业的改造升级,面向未来主动布局新兴工科专业建设,积极设置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

安全、大健康等前沿和紧缺学科专业。
笔者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一次生产实习为案例,探索在生产实习教学过程中利用新媒

体手段开展精细化管理和评价的新模式。
2018 年 7 月 14 至 8 月 4 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组织实施了 2015 级桥梁工程课群组生产实

习。 将 64 名学生分成 12 个小组,分别奔赴上海、浙江等地的 12 个桥梁建设、养护、检测现场。 生产

实习围绕“复杂桥梁智能建造”主题展开,结合现场工程特点将 12 个工地分为 4 大类,并确定了 4
个分主题:智能管理、智能监测、智能建造和智能材料。 这次实习实行精细化管理和评价模式,评价

采用百分制(图 1)。 具体做法如下:
一是保留了传统管理和评价模式的内容(占总评成绩的 70%),并利用新媒体手段提出了新的

评价标准:(1)出勤考核(占 15%):用手机签到方式监控,每次缺勤将直接从总评成绩中扣 5 分。
(2)实习积极性评价(占 10%):用手机网络学习平台的方式组织讨论,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小组讨论。
校外指导教师评价为“优良”的则该项考核满分 10 分,评价为“合格”的得 6 分,不合格则不得分。
(3)实习日记、实习总结报告等评价(占 40%):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项评价中,增加了对实习前每位

学生根据自己所选主题形成预习研究报告的评价(占 10%)。 (4)每组撰写一篇调研论文(占 5%):
以小组汇报形式,按照论文质量高低,由指导教师团综合评价打分。

二是在保留传统管理和评价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创新性、过程性评价内容(占总评成绩的

30%)。 (1)微信群讨论学习的过程性评价(占 10%):积极参与每天的微信群讨论及参与调查问卷。
每天提出一个问题得 1 分,回复问题得 0. 5 分。 另外,参与调查问卷得 2 分。 ( 2) 微信发文(占

10%):按计划时间,每组在“同济桥梁”公众号上推送文章一篇。 根据公众号上文章质量、阅读量和

点赞量评定分数。 (3)每组提交工法或专利申请报告(占 10%):按照完成质量高低,由专利公司综

合评价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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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精细化评价模式各部分的比重

三、精细化管理和评价模式的优点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精细化管理和评价是基于新媒体手段,对学生在微信平台上的交流或者发文,根据参与讨论的

次数,通过讨论的内容、数量以及发文阅读量和点赞数进行评分,这种评价模式有利于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
传统生产实习评价模式是学生在实习期间完成实习日记、实习报告等实习任务,提交给教师

后,最终由教师统一评分。 而基于新媒体手段的网络平台管理和评价模式具有即时性特点,微信群

内的讨论交流与公众号推文的阅读量和点赞数等,以及评分标准(讨论数量、阅读数量、点赞数量)
都是高度量化且公开的。 即时反馈,实时公布,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持续不断的学习动力。

(二)提高教学质量

新媒体集多媒体的内容和形式于一身,兼容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利用新媒体可极大地拓展学

习成果的呈现方式。 精细化管理和评价模式鼓励学生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借助新媒体社交平台快捷方便、传播迅速和效率较高等特点,既可以丰富实习内容,让学生在

更多方面得到锻炼,也可提高实习教学质量[7] 。 在生产实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进行

新闻报道,也可以在微信群中讨论问题。 与传统实习模式相比,精细化管理和评价模式更有利于实

习考核的多样化,提高实习评价的实效性。
 

专利和工法的申报不同于写实习日记和实习调研论文等,它是一项创新性和团队性的活动,需
要学生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和个人的生活常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需要学生小组

成员之间的沟通协调、精诚合作和共同努力。
与提交实习报告、实习日记等传统单人考核模式相比,团队合作的考核模式更类似于科研活动

或工作的团队项目制,可锻炼学生团队合作的适应能力,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有利于今后工

作或研究的开展。 制作实习展板可最大限度地直观展示小组在实习过程中的收获,同样需要团队

合作。
总之,精细化管理和评价模式既增加了实习考评的内容,又创新了实习考评方式,打破了传统

固有模式,强调合作与创新,有利于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强化学生的专业技能,创新学生的思维模

式,使生产实习质量得到质的飞跃。
(三)保障考核的公平性

传统生产实习评价模式多由教师主观评分,而且评分过程也不公开。 引入精细化评价模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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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据公开,评价由客观记录直接生成,保证了考核的客观性。 如微信推文的阅读量和点赞数是

实时显示的,将其作为评分依据令人信服,对申报的专利和工法主要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价(申请发

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是未通过)给出评分,也更加有说服力。

四、实施精细化评价模式的效果

实习期间,各学生小组形成了包括生产实习调研论文、微信公众号推文和发明专利在内的多项

成果,各小组先后在“同济桥梁”公众号发布推文共 12 条,阅读量总计 51
 

708 次,点赞量总计 21
 

772
个,提交专利申请草案 17 项。 学生对精细化评价模式的反馈见图 2—图 4。

总体来说,学生对精细化评价模式持肯定态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认为精细化评价模式“不客

观,不公平”的学生占 16%。 究其原因,从学生的调查问卷结果可以看出,某些学生对精细化评价模

式中以微信推文的阅读量和点赞量作为评价标准的公正性持怀疑态度。 有学生认为:“微信推文阅

读点赞作为评判标准不甚合理,有的人认识人多,有的少,而且点赞可能不是真的喜欢,出于人情才

点赞,这是个普遍现象。 建议增大教师评判比例,降低这块分数。”“取消阅读量和点击量排名算分,
达到平常阅读量即可给满分,否则会引起各小组之间分数相差悬殊。”

图 2　 学生对微信推文在巩固知识方面的评价 图 3　 学生对精细化评价模式的评价

图 4　 学生对微信群讨论在巩固所学知识效果方面的评价

五、结语

刘雅琴[8]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教育评价是对教育活动满足社会与个体需要程度做出判断的活

动,是对教育活动显现的或潜在的价值做出评估,以期达到教育价值增值的过程。 建立符合现代教

学理念的教学过程管理和质量评价体系是高等学校进行教学质量监控的有效保证。 通过教学评估

可以增强教师的责任感,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发挥教师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实习与新媒体、互联网的结合已是一种趋势,新媒体、互联网的利用有助

于推进生产实习教学改革。 本文案例采用生产实习的精细化教学评价模式,但依然保留传统的考

核内容,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实习在巩固知识方面的作用。 生产实习的精细化评价模式是用

网络平台相关指标作为标准的一种评价模式,能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丰富实习内容,让
学生在实习中提高创新能力。 同时还能保证评价的公正性和公开性,总体效果较好。 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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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部分学生对微信推文的评价方式存有异议,需要进一步改进。
运用新媒体手段对生产实习进行精细化评价,有助于提升生产实习的教学质量。 引入多元评

价主体参与评价,运用多媒体手段实现多种方式的评价,将过程性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定量与

定性评价相结合,个体评价与团体评价相结合等,是精细化生产实习评价模式的优势,有推广和借

鉴价值。
目前,很多高校都在探索虚拟现实教学模式,搭建生产实习等专业课程系统性虚拟教学实验平

台。 在虚拟现实教学模式中,过程管理及其考核评价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此环节如何引入精细化

管理和评价模式值得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廖玉凤.

 

道路与桥梁工程专业生产实习教学实践与改革探索[J] .
 

高等建筑教育,
 

2013,
 

22(4):110-113.
 

[2]谢建军,李梦,黄志刚,
 

等. 浅谈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习教学改革[J] .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电子刊),2018(9):
792-793.

[3]宋协清,余群舟,杜婷. 基于任课教师现场指导的持续性施工生产实习模式研究[J] . 教育教学论坛,2018(49):22-24.
[4]张继华,蒋洋,王成武,

 

等. 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习教学管理模式改革与应用[J] . 科教文汇,2018(7):62-64.
[5]郭秀芹.

 

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习课程改革[J] .
 

科教导刊(中旬刊),
 

2017(12):76,162.
[6]于彤,黄一茜. 高职计算机教学质量精细化的评价方法[J] . 中外企业家,2016(33):194.

 

[7]李春光,
 

韩艳,
 

刘建.
 

桥梁工程专业生产实习的教学改革探讨[J] .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
 

2014(21):363,568.
[8]刘雅琴.

 

高校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探讨[J] .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11(21):12-14.

Exploration
 

on
 

the
 

refined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mode
 

of
 

production
 

internship
 

teaching
LIU

 

Chao,
 

XU
 

Boqia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P.
 

R.
 

China)
Abstract 

 

Production
 

internship
 

is
 

a
 

bridge
 

for
 

civil
 

engineering
 

students
 

from
 

theoretical
 

study
 

to
 

engineering
 

practice.
 

The
 

traditional
 

production
 

practice
 

mode
 

generally
 

have
 

problem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and
 

poor
 

results.
 

Based
 

on
 

new
 

media
 

methods
 

this
 

research
 

studies
 

the
 

principles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s
 

of
 

refined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through
 

production
 

internship
 

teaching
 

cases 
 

analyzes
 

the
 

pros
 

and
 

cons
 

through
 

survey
 

feedback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s
 

to
 

the
 

new
 

mode.
 

The
 

refined
 

mode
 

enriches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improves
 

the
 

teaching
 

quality.
 

The
 

formed
 

ideas
 

and
 

method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modes
 

of
 

other
 

professional
 

courses.
 

It
 

is
 

also
 

useful
 

for
 

exploring
 

the
 

refined
 

management
 

mode
 

evaluation
 

mode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in
 

the
 

virtual
 

teaching
 

process.
Key

 

words 
 

production
 

internship 
 

refined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civil
 

engineering 
 

new
 

media

(责任编辑　 王　 宣)

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