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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以铁路桥隧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张博辉

黑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摘　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化建设工作逐渐落实，国家铁路工程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相应的对工程技术人才也提

出了全新的要求，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元化、虚实结合的实践训练体系，对人才培养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铁路

桥隧工程技术专业为例，深入分析“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方法，从“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的实际应用价值

入手，明确具体构建内容和相应的构建方式，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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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国家工科教育实践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尤其是重

理论、轻实践、重个人学术能力忽略团队协作、重理论知识

学习忽略创新创造能力发展等。想要让国家高等工科教育得

到快速发展，培养出满足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需要构建出一个多层次、多元化、虚实结合的实践训练体系，

推动工科教育得到发展落实，让教育教学活动有效性大幅度

提高，培养出高质量人才。

二、“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作用意义

从铁路桥隧工程技术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来看，涉及水

泥实验设备、水泥混凝土实验设备、沥青实验设备、沥青混

合料实验设备、力学试验设备、土工实验设备和道路检测设

备等。以某高等院校为例，该院校的实验室内每种设备有

6-8 套，专业内班级人数在 30-50 人左右。由此可以看出，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完全掌握实践操作方式，一个学生

有且仅有一次机会，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想要得到提高面临

较大的阻碍。但如果购置大量的设备，成本较高，后续的维

护保养也需要耗费人力物力，也并不现实。但如果可以购置

虚拟仿真实验软件，那么不仅可以保证每个学生都可以熟练

掌握实践操作，了解操作的关键节点，也能够在无形之中降

低成本，保证实践教学质量。

另外，一些院校会定期组织学生其前往工地展开一些专

项实训，如道路施工工艺实训、桥梁施工工艺实训等。但是

这种实训能够产生的教学效果有限，而且存在较大的安全隐

患，需要的费用成本较高。不仅如此，参观、实训的时间，

需要根据课程进度、天气情况、施工工地进度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可行性较低。道路桥梁工程不同部位的施工方法均

存在一定差别，道路工程有 10 余种施工方法，桥梁工程则

有 20 余种，无法在短短的工地实训期间得到系统的培养，但
如果借助虚拟施工仿真软件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降低成本，

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这随着未来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对学生

信息技术操作能力也会提出较高的要求，借助这种仿真软件，

可以在无形之中提高学生信息操作能力，为后续的就业奠定

良好的基础。

三、“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方式内容

（一）优化“虚实结合”实践教学目标体系

由上可知，新时期在铁路桥隧工程技术专业中落实构建

多层次、多元化、虚实结合的实践训练体系是必然的，不仅

为学生的综合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环境，也为国家道路桥梁

工程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从目前来看，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进行系统的分析。所谓的构建多层次、多元化、虚实结合的

实践训练体系就是将虚拟教学环境和真实设备实训结合在一

起，以此打造出高质量的实践教学活动。“虚实结合”实践教

学作为铁路桥隧工程技术专业中的关键部分，在当前形势下，

需要拟定出科学合理的“虚实结合”实践教学体系，包括总

体目标、分项目标。在基础实验阶段，借助实际操作真实设

备，引导学生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基本技能、专业技术等，

进而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和思维逻辑，让学生了解道路桥梁

工程技术的重要性，构建形成相应的职业责任，树立起正确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虚拟操作阶段，让学生通过铁路桥隧

工程的实践操作，逐渐形成创新拓展意识。从分项目标来看，

打造出虚实一体化的实践教学体系，逐渐培养学生对铁路桥

隧工程技术体系形成综合性、系统化、专项性的认识，通过

模拟操作，全方位的提高铁路桥隧工程技术的实践操作水平。

（二）转换“虚实结合”实践教学方法

在“虚实结合”实践教学落实后，箱庭的教学方法和教

学内容都需要得到改变，一般情况下，实践教学划分为实验、

实习、实训、社会实践等内容，以培养实际能力为主，涉及

基本素质培养、基本技能实训、专业专项技能实训、专业综

合技能实训、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五个模块。新时期，要严格

遵循“能实不虚、虚实结合、以虚助实”的教学原则，引导

学生掌握完整的工程技术、技能。比如：开放式教学、探究

式教学、自助式教学。对于工科专业而言，建立一个多层次、

多元化、虚实结合的实践训练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培

养出技能型铁路桥隧工程技术专业人才也需要时间，因此教

师要从大一开始，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操作能力，在大一阶

段为学生提供虚拟施工仿真软件，让学生熟悉软件系统，明

确具体的操作技术方式，为后续的实践课程奠定基础，循序

渐进的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创新意



2020　04　新时代教育·高教之窗26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识，为学生的综合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比如，教师按照大

学三年开展相应的课程，大一为正式操作实训、大二为虚实

结合实训，大三为虚拟仿真实训及真实操作实训。大一围绕

着道路桥梁认识、识图 CAD、工程测量等方面展开实训，大
二则围绕着土木工程检测、工程材料等专项技能进行虚实结

合训练。大一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大二阶段则强

化基本技能实训，进入到大三阶段，则针对整体项目进行虚

拟仿真实训，强化学生的综合性、创新性能力。

（三）创新“虚实结合”实践教学评价

针对“虚实结合”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出一个多层次、

多元化的教学评价，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帮

助学生树立起学习信心。除了考试评定之外，还要根据学生

的基础技能、综合性项目参与度、专项技能完成情况以及虚

拟仿真软件的操作情况等多方面进行评价，传统的专业考试

方式也要进行改变，除了理论知识考核之外，可以将虚拟实

践操作能力也要纳入考核范围内。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学

生认识到实际操作工程技术重要性，从而提高对“虚实结合”

实践教学认识。创新教学评价，不仅是要优化完善评价指标，

还要创新评价方式，要建立学生互评、实训指导教师评价、

实验室管理人员评价等。比如：在“虚实结合”实践教学活

动中，教师可以在“虚实结合”实践教学课上，针对学生虚

拟仿真操作情况、综合性项目设计方案的科学性、虚拟施工

过程等内容展开评价，最终确定实践教学成绩，加深学生对

铁路桥隧工程技术的认识，引导学生利用虚拟仿真软件进行

反复操作，强化专业实践能力。

四、总结

综上所述，铁路桥隧工程技术专业本身实践性较强，经

常会开展各类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也是专业内

每个学生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强化铁路桥隧工程技术专业

的实践教学，构建出满足时代发展需求的教学体系，可以让

专业人才得到可持续发展，对国家道路轨道工程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从上述分析，“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落实，能够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职业素质、实践能力的人

才，就业情况得到改善，行业也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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