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总第 217 期） 

 858 

高教研究 

应用型本科土木工程专业课程分析与改革 
◆鲁海霞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河南周口  466000） 

 
摘要：本专业培养的人才，需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

能胜任房屋建筑、道路、桥梁、隧道等各类土木的技术与管理工作，具

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宽广的专业知识、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工程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一定的国际视野。本文基于本专业的人才多方向的适

用性，能力要求的综合性，并针对主要的专业课提出改革设想，并积极

在我校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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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要 
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力学、结构、施工、工程项目管理与经

济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力学分析、结构设计、施工
技术与工程管理、文字图纸表达等方面的基本训练[1]。所以本专
业课程设置就需要满足这些方面，课程设置分为通识教育课程、
专业理论课程、专业实践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等，
本文仅对于专业理论课程、专业实践课程做出分析，并提出改革
设想。 

2.主要专业课分析 
无论是专业理论课程还是专业实践课程，我们为了教育教

学，将它们划分为纯理论课、理论+实践课、实践/试验课三大类。
对于重点课程，具体分析和归类如下： 
类
别 

典型课程 特点分析 

纯
理
论
课 

《材料力学》、《结构
力学》、《弹性力学》、
《流体力学》、《建筑

结构抗震》等 

这类课程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分
析能力和计算能力，为学习有关
专业课程和解决生产实践中的结
构受力问题打好基础。 

理
论+
实
践
课 

《土木工程材料》、
《土力学》、《工程测
量》、《混凝土结构》、
《工程概预算》、《房
屋建筑学》、《施工技

术》等 

这类课程为学生工作实践提供了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
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解决工程实际
问题能力。 

实
践/
试
验
课 

《土木工程 CAD》、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等 

这类课程专业性和综合性较强，
一方面需要专业的教师指导，另
一方面也需要学生之间相互合
作。尤其是毕业设计是教学计划
中综合性 强的实践性教学环节,
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专业知识分
析和解決实际问题的能力。 

3.前期教学经验 
我校本专业的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在职

业教育中对于实践的教学方法已经相当纯熟，针对于这些教学经
验，我们的总结如下： 

（1）原位测试实验与士工实验进行有机结合。例如:实地测
量、野外取样等； 

（2）实验方案设置符合实际需求，主要内容是教师根据学
校实际地块布置实验内容和任务，学生分组进行实验方案、编写
大纲、提交实验报告及成果。 

（3）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搜集的照片和往届学生实验的照片、
观看实验操作流程。 

（4）在授课方式上采取视频的手段将学生的具体实验过程
摄录下来，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观看在届学生的实验视频避免发
生类似错误，另一方面学生在完成项目内容后通过对实验视频的
回放，可比对校正操作方法，以此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 

（5）针对于不同的课程我们根据不同课程采用的评分细则

也各有不同，可以 50%+50%、60%+40%、70%+30%等，也可以
是其他的。考核方式也是多样的，比如考核可以是小结考核、比
赛、辩论、座谈，答辩等方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较高。 

4.改革设想 
我校即将有本科生的生源，我们需要在专科生教育的基础上

积极拓展适合本科生教育的方法。从 2015 年开始学校就已经为
我系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以下的改革设想，是我根据
与同事们的探讨和我多年的教学经验得来的，与大家分享。 

（1）纯理论课：教育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的分析能力、计算
能力、自学能力的培养和引导。重点是要重拾学生的学习自信心，
从基础入手，循序渐进。课件及课堂设计要生动形象，增进师生
交流，考核方式不要受局限，只要学生能学到东西都可以采用，
如我校近两年的课程改革，效果就比较好，这类课程适合多阶段
总结，学一章巩固一章，适合小结测试。 

（2）在授课方式上提倡计算机教学，而且学校可以引进免
管理多媒体教室控制系统，该系统是一套开放型、智能型、科学
型多媒体教室建设方案，系统设计符合数字化校园的总体构想，
包括普通的数字信息、视音频信息、控制信息等，是校园现代教
育技术数字化思想在多媒体教室系统中的完美延伸。 

（3）理论+实践课程：通过教学、工程案例分析、参观和课
程设计等环节，使学生掌握基本概念和原理，掌握工程的分析方
法，进行工程分类及工程性质判断，进行实践或者试验课程的教
学设计；让学生理论和方法的同时，结合有关结构设计和施工技
术知识，分析和解决土木工程领域中的一般地基基础设计问题。 

（4）实践/试验课：这类课程主要目的是验证理论知识，那
在教学方式上要让学生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把所学的内容总
结归纳，并有相应的成果。这个在做毕业设计或者课程设计方案
的时候可以参考研究生或者博士生毕业的考核方式，成果上可以
采用多种形式，比如一套施工图纸、一个项目施工组织设计、一
个项目的造价、一个工程的某个施工方案等等，在分组的时候可
以根据这些进行划分。 

（5）“导师制”：目前高等教育中较为流行的“导师制”教
学模式主要是由一名导师指导多个学生的组织形式。适合于普通
本科高校的“多成员导师制”实践教学组织形式。即在实验类课
程教学过程中,由研究方向相近的 3~4 名导师组成“导师组”,“导
师组”成员中至少包括 1 位企业工程师作为校外导师,至少包含 1
位一线教师作为校内导师。这样可以保证一个教学团队的指导工
作既有理论深度也有实践经验。每个“导师组”可以招收 6~12
名学生,由导师组成员共同指导学生进行实验及实习方案的确定
和实验实习成果的考核[2]。 

5.小结 
结合多媒体的特点，只要教师深入分析课程，或者集体讨论，

总可以得出适合基础稍微薄弱的学生的教学方式。比如通过拓宽
选题范围，倡导并鼓励学生自主选题，可以提高学生对毕业设计
或者其他设计成果热情。当然我们更应坚持派出骨干教师下企业
现场实践锻炼，既可以提高教师的实践授课能力，也可以提高指
导毕业设计效果的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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