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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工科类本科生专业写作与表达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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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往培养中对工科类本科生专业写作和表达能力的重视是不够的，缺乏相应的课程或教学环节培养。而随着社会和

专业的发展，即使是传统工科的土木工程专业，对学生专业写作与表达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文以三峡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

科生为对象，对实习报告、毕业设计及答辩等过程进行了跟踪调研，发现存在着口水话严重、格式不规范、文字逻辑性较差以及

汇报紧张等普遍存在的问题。基于多年的思考和实践，提出了一种将能力培养渗透至几个关键教学环节的模式，在实际本科教学

中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模式明确了培养环节的主体以及能力评价原则和标准，可为其他专业和高校相关能力的培养

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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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he emphasis on the professional writing and expression ability of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s was not enough, and

there was a lack of corresponding courses or teaching link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major, even the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of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has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professional writing and expression ability. This paper takes the

civil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s of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as the object to track and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internship report,

graduation project and defense,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common problems such as serious verbal remarks, nonstandard format, poor logic

of words and tight reporting. Based on many years of thinking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mode of infiltrating ability training

into several key teaching links, which has been applied in actual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This mode clarifies the

main body of the training link and th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of ability evaluation,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majors and

colleges to cultivate relevant 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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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传统工科的土木工程专业，其在整个本科阶段并没有

专门针对文字撰写以及表达能力培养的教学环节。这也导致了

学生此方面的能力存在严重不足，往往在毕业设计提交成果和

答辩过程中表现糟糕，且在后续深造或企业工作后才意识到文

字撰写与表达能力的重要性。从文献调查的结果来看，已有的

研究大多依托于社会科学（社会实践）或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程。

如顾春军的[1]《加强文字及逻辑训练提高大学生写作能力——

以河南科技大学社会实践队的调查报告为例》、宿秀娟和邓阳

[2]的《大学生物理化学实验报告写作能力的评价工具设计研

究》、黄燕梅和陈小桃[3]的《海南省大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现状

调研报告——以海南大学为调查样本》、闵树琴和陈芳[4]的《经

济类大学生写作创新能力培育课程创新设计及实践》等。而不

仅仅是土木工程专业，即使是其他工科类专业，对专业报告和

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的相关研究都相对较为缺乏。

近年来，土木工程专业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重大变

化，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毕业后选择继续深造提高学历或考取公

务员、事业单位[5-7]。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工作报告，都需要很

好的专业写作和表达能力。另外，未来整个行业将朝着智能建

造等精细化方向发展[8-9]，规范、统一的专业报告显得十分重要。

从作者参与的学院与用人单位以及已毕业学生代表进行访谈

的结果来看，“加强写作能力的培养”是较多代表提出的建议，

这都体现出目前无论是企业还是毕业生都深刻体会到了专业

写作和表达能力的重要性以及现有培养体系存在不足。

鉴于此，本文以三峡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为对象，首

先开展了通过对实习报告、毕业设计成果和答辩过程等进行了

详细调查，摸清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了原因分析，在此基

础上结合现有培养体系提出了一种渗透式培养模式。整个研究

开展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

（1）学生的专业写作与表达能力明显不足而不能适应社

会需求的问题；

（2）学校培养体系对专业写作与表达能力的培养不够重

视、不够明确的问题；

（3）不同教师对专业写作与表达能力培养要求、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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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统一的问题。

2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总结，学生在专业报告写作和表达方面

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口水话十分严重。如某同学的毕业设计绪论中写到

“这次我的毕业设计是针对桥梁进行设计，我采用的是电算的

方法，然后我分别对……”，整个一段话里面有十几个“我”

字；

（2）图、表、公式、文字格式不规范。常见的有如图号、

表号、行距、字体大小等前后不统一，图名、表号位置错误，

段落首行不缩进，公式符号和单位符号等写法错误；

（3）文字逻辑性差和专业性不强，很多时候想到什么就

写什么，不考虑内容前后之间的关系；

（4）PPT制作方面，文字编排、大小、内容，以及色彩

搭配等存在严重短板。甚至很多答辩的时候作为观众根本看不

清 PPT内容的情况；

（5）汇报准备不充分，常常不着重点、声音小、易紧张、

时间把控存在严重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在个别同学中

出现，而是普遍存在于绝大多数同学中。事实上，在调研过程

中许多教师也表示早已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寻求到较

好的解决办法。

分析上述问题的原因，其根本在整个培养体系中对语言表

达能力培养的忽视。

（1）现有课程体系中没有大学语文或其他相关基础课程，

学生在专业课学习前期并没有进行相关能力的锻炼；

（2）专业课教师则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

其认为学生在公共课学习后就应具备相应的能力，后续即使发

现学生的问题也只是个别指出；

（3）考核体系中没有体现出对学生语言能力的统一要求

和标准，不同的教师对学生报告写作和汇报的要求是不一致

的，这也导致在给学生评分的时候标准也是不一致的。而且考

核标准中没有明确给出报告写法或汇报所占的比重，导致大部

分同学根本没有相关意识。可以看出，目前并未形成较为系统

的培养体系。关于专业报告写作和表达能力的培养，更多的是

依靠学生自己的自觉性和老师的个人要求。调研结果显示，有

的教师对报告撰写要求相对较严，学生提交的成果则相对好。

而有的教师对学生汇报严格要求，则学生汇报表现则相对较

好。

3 渗透至关键教学环节的培养模式

在摸清学生存在的主要问题后，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主要问

题：

（1）考虑专业本科教学特点的表达能力培养过程训练与

环节设计和

（2）专业写作和表达能力的评价与考核标准。且解决这

些问题应在不改变现有教学和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建立。

针对我校土木工程课程体系特点，最终确定的进行渗透培

养的关键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土木工程概论》、《认识实习》、

《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等课程。这些课程

覆盖了整个专业大一至大四的学习阶段，而且具有公共课和考

核方式为报告+答辩的特点（《土木工程概论》仅有考核报告）。

过程训练和环节设计主要按事前培训学习+事后检查纠错

的方式进行。《土木工程概论》在结课前的报告布置时，各个

实习和毕业设计则在动员大会时进行统一的培训。培训内容包

括：

（1）重要性讲解，给学生灌输良好报告写作和表达能力

在未来继续深造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典型案例讲解，以往年学生优秀的和不足的案例进

行重点讲解，指出学生在撰写报告时常见的错误；

（3）报告撰写规范学习，以条目的形式对报告撰写和 PPT

制作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学习。事后检查纠错则主要通过答辩

的形式进行现场纠错，纠错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提交报告里存在

的不足进行指出，另一个则是对 PPT 的汇报过程进行现场点

评。重点说明的是，答辩过程要求所有同学全程参与。

关于考核标准，则注重从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进行。一方

面要求上述几门课程的教师明确对学生专业写作和表达能力

培养的必要性，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训练，并在考核中加入对

报告撰写标准的考核。而在学生方面，在提交报告前告知学生

评分标准，使学生明确了解报告撰写是否标准以及汇报所占分

值。

作者长期负责三峡大学土木工程专业道路与桥梁工程方

向本科生的《土木工程概论》以及各类实习和毕业设计等教学

工作，发现如果在毕业设计前没有进行良好的专业写作和表达

能力的锻炼，在毕业设计期间将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对学

生进行纠正。从 2018级本科生开始，作者有针对性地开展了

学生的专业写作与表达能力的培养，并逐渐形成了将能力锻炼

渗透至上述几个关键教学环节的培养模式。整体来看，学生对

写好报告和做好汇报的意识越来越强，提交的报告和在答辩过

程的表现也越来越好，整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 结语

如果只是个别学生，或者学生只是在报告局部出现一些不

规范的问题，其实情有可原。但如果普遍存在相关问题，这应

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已毕业学生代表和用人企业也普遍反

馈相关问题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开展学生专业写作和表达能力

培养模式的研究，对促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

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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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学生专业写作与表达能力，加深对专业的理解，

有利于学生毕业后职业生涯或继续深造中的发展；

（2）明确各个教学环节的任务和要求，统一专业课教师

的认识，避免因要求不同在不同环节进行大量重复性的工作；

（3）统一报告标准，提升各种实践教学环节中所提交材

料的质量，保证在相关评估工作中取得较好成绩。

以三峡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为对象，针对性地开展了

一些调研和研究工作，工作开展的技术路线如图 1所示。首先

对其写作和表达能力进行详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专业和现有

的课程体系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种将能力训练渗透至几个关键

教学环节的培养模式，并在实际中进行了实践，取得了一定效

果。后续中将结合实际应用反馈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和提升，丰

富和完善整个培养模式。

作者在开展相关调研时发现，其实不仅仅是土木工程专

业，我校大多数工科类本科生均存在专业报告撰写和汇报能力

不足的问题，本项目研究的开展可为其他专业或高校开展相关

能力培养的制定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

图 1 工作开展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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