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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工科”建设对高校工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作为传统工科土建类专业在

这一形势下亟需进行实践教学体系改革。 围绕新工科内涵和土建类专业的培养目标,探索改革土建类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在分析实践教学现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各类实验课程和实践训练环节,融合“新工

科”建设创新理念,形成课程实验、集中设计、集中实习、创新创业四大教学模块 / 平台,以及实践教学的

基础认识、综合应用、研究创新三个层次,构建“一条主线、四个平台、三个层次”的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力求为培养创新型、交叉型、复合型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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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和科技飞速发展,历经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技术时代,
到如今的智能制造时代,每一次的变革无不推动着产业和科技向前发展。 随着产业的快速发展,社
会对产业相应人才的需求也发生着变化,工业的每一次变革都推动着工程教育往前发展与革新[1] 。
当前,随着“云大物移智”(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化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传统工科产业亟需转型升级,与此同时,面对行业新挑战,工程教育也亟待革新,“新工科”建设

应运而生。 2016 年 6 月被教育部首次提出,在学界引发多次研讨,从“复旦共识”到“天大行动”,再
到“北京指南”,形成了新工科的内涵特征:引领性、前瞻性、交叉性、开放性、实践性[2] 。 “新工科”建

设,即立足新经济、新产业发展,服务国家“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等国家发展计划,
打造建设学科人才队伍,面向未来发展与产业需求,构建设置新型工程学科与专业,提升学科学术

研究水平,培养创新性、交叉性、复合型的各类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3-4] 。 “新工科”建设的提出,对
工程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土建类专业作为传统工科专业,人才培养也应顺应新时代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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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积极探索革新。
目前,江苏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设有土木工程、工程管理、建筑学三个专业,形成了大

土建类三专业办学格局。 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学院旨在培养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需

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土木工程学科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勘

察、设计、建造技术、施工管理、检测、监理、科学研究和咨询评估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具
备实践能力、执业创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具有创新精神和一定的国际视野,知识、能力、素质

协调发展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新工科”对土建类专业本科实践教学及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此,探索改革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非常必要。

一、实践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结合众多学者对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的调查研究[5-8] ,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土建类专业创新实

践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如图 1 所示。

图 1　 创新实践人才缺乏因果图

(一)实践教育理念滞后

马克思曾说过:“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教师的理念指导日常教学活动,教学管理部门的理念指

导整体教学活动的开展,只有转变思想,更新理念,才能保证本科实践教学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
随着国家“新工科”建设、工程教育认证的开展,我国工程教育理念已然发生了变化,但目前多数高

校的实验实践教学仍然沿袭传统理念。 一方面,新的教学形势没有得到教学管理部门的深刻认识,
或者即使认识了这一形势的转变,切实有效的举措还不够多;另一方面,改革实践教学模式会大幅

增加教学工作量,部分教师对于实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导致实践教育理念相对滞后,学
界认为:实验实践教学的首要问题是理念问题[9] ,因而要想改革现有实践教学体系,转变教学理念

至关重要。
(二)实践教学体系缺乏系统性

目前,一方面高校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现有实践课程依附理论课程以课内实验或者独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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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缺乏体系和系统性[10-12] ;另一方面高校虽意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但未形成完善的实践教

学体系,实践教学流于形式。 完善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应该是自上而下的,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操

作,从教学理念到教学方法,从实验教学到实践基地教学,各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融合。 面向“新

工科”建设,现有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需要在教学内容上进行梳理整合,进行模块化、层次化划分,
教学方法和形式上应该多样化、虚实结合,既有实物操作训练,也有计算机仿真操作;既有校内实

习,也有校外实践;既有课程实践,又有专业竞赛实践,以满足创新性、交叉性、复合型的高素质工程

技术人才培养需求。
(三)实践教学师资力量薄弱

高校工科专业普遍存在教师实践经验不足等问题,大部分教师都缺乏企业工程实践经历。 目

前,很多高校针对青年教师开展工程实训,鼓励青年教师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前提下深入企业,实地

接触工程项目,但由于时间短、精力有限,收效甚微。 此外,在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下[3] ,社会

对工科人才的需求已发生转变,学科交叉型、创新实践型人才成为主导。 追根溯源,要培养出优秀

的学生,就需要优秀的教育者。 优秀的教师需具备较强的工程能力,扎实的理论,丰富的实践经验,
熟悉工程建设各程序、企业管理模式,了解行业最新动态,能对学生参加专业实践竞赛、工程创新创

业给予指导。 但目前,从事实践教学的教师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较薄弱,距离理想状态还有

一定差距。

二、面向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土建类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改革探索

土建类专业实践性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较高,实践教学贯穿人才培养始终。 近年来,江
苏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紧抓各个实践教学环节,从各类课程实验(人文社科课程实践、基
础课程实验、专业课程实验)、二大设计(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四大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测量

实习、毕业实习)、创新创业训练等方面入手,融合“新工科”建设创新理念,构建多层次土建类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以新工科内涵及专业培养目标为依据,重构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在目前培养方案及实

践教学体系基础上,结合各专业工程认证工作,充分调研各兄弟院校、科研院所及相关企业,吸纳专

家建议及意见,优化重构现有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围绕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这条主线,培养学生

的科创精神,整合现有人文、基础、专业课程实验及集中实践性环节,重新划分实践教学模块,形成

课程实验、集中设计、集中实习、创新创业训练四个教学平台,并在教学平台的基础上构建从验证到

应用,再到综合创新的基础认知层、综合应用层、研究创新实践层三级能力培养实践教学体系。 在

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优化各课程教学单元,形成顺应新经济、新产业、新时代发展,符合社会和产业需

求的多维度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如图 2 所示。
(一)优化实践内容,搭建四个教学平台

整合资源,统筹规划实验室建设及实验教学资源,打破大类专业之间的界限,梳理现有实验教

学内容,构建课程实验、集中设计、集中实习、创新创业四大教学平台,各平台包含的实践环节如图 2
所示。 课程实验平台以验证性实验为主,集中设计和集中实习平台以应用性实验为主,创新创业平

台以创新性实践为主,实现由浅入深、由基础到综合的吸收和应用,在培养专业能力的基础上锻炼

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大实践平台中,创新创业平台侧重学科科研能力、多学科交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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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全国

高等院校学生 BIM 应用技能网络大赛、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

科技竞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与管理创新竞赛等),以及社

会工程实践来实现,鼓励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实践。 各平台相互支撑,有效协

同,为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奠定了基础。

图 2　 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二)以四个教学平台为基础,实施三层次实践教学培养

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分为基础认知层、综合应用层、研究创新层三个层次,
各层次具体架构如下。

1. 基础认知层

作为三级能力培养的第一层次,基础认知层主要针对大一、大二学生,实践内容主要围绕人文

社科、基础及专业基础课程,以实践基地认识实习、课程实验、行业专家讲座等形式实现。 该层次主

要在基础认知实践的基础上,拓宽学生视野,增加学生专业认知,激发学生专业兴趣,让学生了解专

业及行业发展现状。
2. 综合应用层

具备综合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能力是土建类专业培养目标之一,
也是实践教学中的核心环节。 综合应用层主要面向大三学生,围绕专业课程展开,如专业课程实

验、课程设计、开放选修实验等,需要学生在课程知识学习的基础上,独立或者以团队形式开展实践

活动,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完成实验内容,或者提交课程设计。 该层次重点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

识的能力,同时在拓宽知识面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明确专业方向,为进一步的实践锻炼奠定基础。
3. 研究创新层

研究创新层面向大三、大四学生,以大四学生为主。 该层级的实践训练以学生独立完成实践活

动为主,鼓励多专业学生以团队形式参与教师科研课题、各类创新创业竞赛,如学院每年组织学生

参加全国高等院校学生 BIM 应用技能网络大赛、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与

管理创新竞赛等。 在教师的指导下,从素材收集、创新选题、研究探讨,到完成作品,整个过程充分

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协作及实践动手能力,极大程度地提升了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721



　 　
　 　 　 　 　 　 　 　 　 　 　 　 　 　 　 　 高等建筑教育　 　 　 　 　 　 　 　 　 　 　 　 　 　 　 2021 年第 30 卷第 1 期　 　 　

三、土建类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支撑条件

(一)充足的实践教学资源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良好的实践教学依赖充足的教学资源,需要实践教学经费和实践基地

作支撑。 首先,无论是校内的课程实验、开放选修实验、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学科竞赛,还是校外

的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建筑写生、异地竞赛参赛,无不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 只有高校投入充足的

实践经费,才能确保实践教学体系的有效实施。 其次,实践基地作为实践教学的重要资源,应在维

护已有实践基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做好校企联合实践基地建设,保证实践教学的连贯性

和稳定性。
(二)强大的实践教学师资力量

教学师资的数量和质量对教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实践教学尤其如此。 当前,高校教师实践经

历普遍较为薄弱,即使是专职实验教师,在掌握学科前沿知识和行业最新动态上还有欠缺,现实与

理想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 在实践教学师资建设上,可采取以下措施。
(1)选派教师骨干到企业实地进修实践半年及以上,真正跟进工程项目建设,积累实践工程

经验。
(2)鼓励从事实践教学的教师积极参与科学研究,了解行业前沿,跟踪行业发展态势,开拓视

野,在丰富自身知识储备的基础上更新实践教学内容。
(3)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专业教师参与指导大学生学科竞赛,在了解竞赛要求,明确大赛宗旨的

基础上掌握行业发展动向,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教学。
(三)完善的创新创业组织管理机构

为更好地鼓励和发动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学院可以成立专门的创新创业组织管理部门,有
计划地引导学生参与实践创新活动,营造良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调动广大学生的积极

性。 该组织成员可以教师为主(如创新创业教研室),也可以学生为主(如竞赛联盟),但须由教师牵

头,负责遴选专业竞赛项目,制定年度竞赛时间安排,配备专业指导教师。 除了成立专门的组织管

理部门外,还应考虑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实践竞赛,如在划分专业竞赛等级时,将
学生的参与度、所取得的成绩折算为相近的实践课程成绩,或者是第二课程学分,甚至可以参照竞

赛活动主题,免修相近实践内容的课程或实践活动。

四、结语

“新工科”建设背景下优化和调整土建类专业本科实践教学体系是目前国内高校土建类专业建

设的重要任务。 实践教育理念滞后、实践教学体系缺乏系统性、实践教学师资力量较弱等问题在当

前国内高校土建类人才培养中颇为普遍。 以江苏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土建类人才培养为

例,围绕各类课程实验(人文社会课程实践、基础课程实验、专业课程实验)、二大设计(课程设计、毕
业设计)、四大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测量实习、毕业实习),以及创新创业训练等方面,重构土

建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并详细解析该体系的支撑条件,从优化实践教学资源、加强实践教学师资

力量、完善创新创业组织管理机构方面给出具体建议,以期抛砖引玉,为同类高校土建类人才培养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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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puts
 

forward
 

new
 

and
 

higher
 

level
 

requirements
 

for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major 
 

the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needs
 

to
 

explore
 

the
 

reform
 

of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in
 

this
 

situation.
 

Focusing
 

on
 

the
 

connotation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the
 

training
 

goal
 

of
 

civil
 

engineer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orm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civil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this
 

paper
 

reorganizes
 

all
 

kinds
 

of
 

experimental
 

courses
 

and
 

practical
 

training
 

of
 

the
 

major 
 

integrates
 

the
 

innovation
 

concep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forms
 

four
 

teaching
 

modules /
platforms

 

which
 

contain
 

course
 

experiment 
 

centralized
 

design 
 

centralized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ree
 

levels
 

of
 

practical
 

teaching
 

containing
 

basic
 

cognition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s
 

a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civil
 

engineering
 

with
 

one
 

main
 

line 
 

four
 

platforms
 

and
 

three
 

level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cross
 

and
 

compound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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