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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应用型的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以东南大学成贤学院为例 

温旭丽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南京  210088） 

摘要：论文分析对比了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与土木工程经营和领军人才培养的特点，深度剖析了面向应用性的土木工程专业实践
体系存在的问题。根据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服务面向、就业岗位、实践教学占比、培养模式以及最终的专业目标，以及
土木工程专业实践体系存在的问题，结合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实践实训及师资条件限制，确定了应用型本科土木工程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目标和建设思路，并最终提出了建设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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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d the tra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with civil engineering leading talents, and deeply analyzed 

th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civil engineering practice system.  

 

0 引言 
在国民经济经济快速发展和土木工程技术重大突破的交互作

用下，我国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态势良好，其对人才的需求旺

盛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而按现行模式培养的土木工程人才其知

识结构与能力体系难以满足新型建筑产业发展的需要[2]，重新认识、

准确定义土木工程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能力体系势在必行。 

现代信息化背景下，如何培养与建筑业信息化、智能建造等特

色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土木工程人才是一个大命题，是适应国家社会

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一个较好的改革方向[3]。怎样重构土木工程

实践环节教学体系，使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接轨社会对建筑信息

化智能化人才的需求，是本文重点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建筑信息化、

智能建造人才能力需求为导向，打造“智能建造”为特色的，以“实

训实战，综合应用”为重点、与岗位执业能力要求零距离对接的，

同时与优质企业深度融合、共建实践实训课程的实践教学体系[4]。 

1 不同层次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目前本科类土木工程人才培养大体分为两大类：应用型和研究

创新型。两类人才培养在培养规格定位、培养目标、服务面向、就

业、实践要求、培养模式和专业目标定位上均有不同，具体见表 1。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更注重实践实训课程构建。 

表 1  应用型和研究创新性土木工程人才培养对比 

规格定位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土木工程经营和领军人才 

培养目标 

基础知识：掌握土木工程专业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 

理论和方法：掌握现代土木工程技

术的理论、方法与手段； 

能力要求：“工程施工、工程设计、

工程管理”三大核心能力；获得注

册工程师基本训练； 

培养定位：具有大中型项目设计和

实施阶段的执业能力，具备工程施

工、工程设计、工程管理的初步执

业能力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专业知识：掌握工程结构构件的力学性能和计算原理，掌握一般基础的设计原理。

掌握工程项目的勘测、规划、选型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掌握工程基础、地下结构

的设计方法，了解地基处理的基本方法；掌握工程结构的设计方法及软件应用技

术；掌握防灾与减灾的基本原理及常用的设计方法；掌握现代施工技术、工程检

测与试验的基本技能；了解土木工程的有关法规、规范；了解土木工程发展动态。

掌握土木工程施工与组织、项目管理以及技术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能力要求：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知识、能力、素质协调

发展，获得注册工程师基本训练的土木工程创新人才。 

培养定位：能在建筑工程、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岩土工程、市政工程和工程管

理等领域从事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复合型科学

技术和管理人才。 

服务面向 中、小型企业 大型央企、区域性大型知名企业 

就业岗位 
施工、工程、房地产开发、咨询等

应用型岗位 
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和科学研究等岗位 

实践占比 35% 15% 

培养模式 做学结合，工学结合，课证结合 做、学、研、创相结合 

专业目标 应用特色，专业认证 国家特色，国际认证 

2 面向应用性的土木工程专业实践体系存在问题 
目前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具

体问题如下： 

（1）现行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与执业标准和岗位能力

相脱节的问题 

我国建设领域普遍实行注册工程师制度，而在土木工程专业学

生的知识和能力体系中并没有体现。首先，现行实践课程体系比较

强调验证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忽略了执业标准的要求，所学理论

知识难以与执业岗位实务对接；其次，毕业生存在现场知识经验不

足、实践动手能力弱，满足不了企业对复合应用型人才的根本需求；

第三，严格执行技术标准、技术规范、质量要求等是工程设计及技

术管理人员区别于基础研究人员的基本素质，但是学生普遍对本专

业应知应会的工程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法律法规等掌握得不够。 

（2）土木工程专业现有实践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相

适应的问题 

现有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以“单项式” “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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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为特点，缺乏在智能建造背景下对实践教学的顶层设计与统

筹，没有体现出新工科背景下“应用型”教育特点，学生岗位执业

能力欠缺，与社会岗位需求相脱节。 

3 应用型本科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3.2 建设思路  

根据东南大学成贤学院现有条件确定改革建设思路如下： 

（1）按照能力导向、知识融合、课程整合的教改思路，围绕

土木工程人才的核心知识和核心能力，理顺、整合专业相关实践教

学内容，渗透执业标准，打造“智能建造特色，装配式建筑、BIM

技术为抓手”的新实践课程体系，实现实践教学与执业能力需求零

距离对接。  

（2）按照校企合作、做学结合、工学结合、课证结合的培养

思路，构建“专业培养与行业发展需求相耦合，实践课程体系与执

业标准相融合，四年不间断层层推进”的土木工程实践教学体系（图

5）。 

 
图 5 土木工程四年不间断“耦合、融合、结合”实践教学体系 

（3）按照行业发展需求主导、重在复合应用的理念，对课程

教学内容进行全面梳理，充分体现岗位执业能力的核心性，专业学

历教育与执业素质养成的统一性，据此制定新的实践教学大纲和指

导书，建设体现“复合应用”特色的土木工程专业实践课程系列教

材。 

3.2 建设举措 

（1）以现代信息化为导向，“智能建造”为特色的实践能力培

养体系构建  

按照国家工程教育认证要求，对照高等教育本科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在“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执业标准与岗位能力为依据，校

企合作为平台”的理念下，重构以“耦合、融合、结合”为特征，

以“智能建造”为特色的土木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实践培养体系。糅

合土木工程专业核心知识领域，梳理核心实训课程，坚持高等学历

教育和执业素能教育的统一，耦合智能建造背景下行业对土木工程

专业人才需求，在充分整合“工程力学知识、工程设计知识、工程

施工知识、工程管理知识”一条龙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将我国的建

造工程师执业资格以及企业岗位执业能力的要求融合到以“智能建

造、装配式建筑、工程制造、BIM 实训”为平台的能力体系中，在

“做学结合、工学结合、课证结合、校企合作”的模式下，锤炼具

备“工程设计能力、工程施工能力、工程检测能力和工程监理能力”

四大核心能力的具有智能建造特色的复合应用型土木工程人才（示

意图 6）。  

 
图 6 土木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示意图 

（2）以“实训实战，综合应用”为重点，构建与岗位执业能

力要求零距离对接的实践教学体系 

对土木工程专业所涉及的各学科知识进行全面的梳理，调整原

有不适合的实践课程，整合出新的实践课程和教学内容；调整大学

四年中所有实验实训环节（认识实习、实训课程、综合性课程设计、

生产实习与毕业实习）的主次关系、层次关系、前后关系，明确能

力培养与各课程的关系；对主要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

取舍、整合和改革，构建富有特色的四年不间断的实践教学体系和

教学内容，使之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与此同时，我国还没有

系统的适合面向智能建造的应用型本科土木工程实践系列课程的

教材，因此，编写满足具有智能建造特色的应用型人才需求的若干

实验实训教材。  

（3）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共建实践实训课程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是当前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一个突出

的问题，不少学生一毕业就加入了失业大军，其主要原因是毕业生

不能符合企业执业岗位要求，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

入点就是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校企合作，现在校企合作的模式多种

多样，如订单式、校企联合式、工学交替式、产学合作式、三位一

体式等，但不同专业应具有不同的合作模式，探索适合土木工程专

业具有智能建造特色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的可行路径和

有效模式，共建实践实训课程。 

4 结论 
（1）对比分析了应用型和研究创新性土木工程本科人才培养

的差异性，应用型本科更注重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培养

过程的做学结合、工学结合和课证结合，最终为中小型企业输送工

程应用性人才。 

（2）剖析了应用型土木工程本科培养中存在的问题：重理论、

轻实践，重课堂教学、轻动手能力，培养与执业标准和岗位能力相

脱节的问题，培养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相适应的问题等。 

（3）给出应用型本科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举措：

构建以现代信息化为导向，“智能建造”为特色的实践能力培养体

系；以“实训实战，综合应用”为重点，构建与岗位执业能力要求

零距离对接的实践教学体系；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共建实践实训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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