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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地下方向生产实习与

毕业实习改革 ①

安永林，贺建清，钟新谷
（湖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目前土木工程专业地下方向实习存在内容重复、走马观花等缺陷。应整合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对实习分
组、实习工点、实习动员、实习检查、实习答辩等环节加强管理；根据学生反馈意见，不断优化培养方案，使培养方案与工

程实践进一步结合。实践证明，整合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有利于学生顶岗，学生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为以后就业打下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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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部属及地方院校都在努力探索具有鲜明特色、遵循教育规

律、基于国情、适合校情、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模式［１］。很多高校老师对土木工程专业的生产实

习和毕业实习进行了探讨：徐亮［２］探索了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实习模式改革；覃荷瑛［３］在生产实习教学

中实施以“全程互动”为主线的培养模式，通过加强“两支队伍”和“两个基地”建设，增强土木工程专业

学生的实践能力；邓祥辉［４］对生产实习中学生人身伤害风险和经济赔偿风险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李宇

鹏［１］探讨了生产实习与专业课和毕业设计的有机结合。

本文主要借助我校“地方高校土木工程专业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的改革实

践，结合土木工程学院岩土与地下工程系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改革进行论述，并从实习角度对学生的能

力和课程培养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议。

１　生产实习及毕业实习的通常实习模式
土木工程的三大实习是指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２］。通常认识实习安排在大二下学期

末，生产实习安排在大三下学期末，毕业实习安排在大四上学期或大四下学期的开头。认识实习为一

周，主要由老师带领学生去工地看看，感性认识一下。生产实习为２～４周，有的学校采用与认识实习相
同的模式，集中实习，选择几个工地看看，基本也是走马观花，不能深入了解工程的整个施工工序和工

艺。对于毕业实习，有的学校依旧是集中实习模式，到几个工地参观一下，只是选择的工地多一些，实习

的时间稍微长一点；有的学校采取的是分散实习模式，由各个指导老师负责把学生安排在几个工地参

观，或者在现场呆１个月，由项目的技术员指导实习。
上述的实习模式存在如下缺点：一是实习时间不长。一般实习单位接收实习生，先进行培训，而后

由有经验的师傅带领。当学生对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现场熟悉后，且能够胜任时，就算实习完了，自己并

没有得到全面的锻炼，也没有给实习单位带来效益，因此很多单位不愿接收实习生。二是生产实习和毕

业生实习内容大部分重复。如岩土地下方向学生的生产实习是基坑、边坡、隧道、地铁、车站等参观，而

毕业实习也是这几个类似的工程参观。三是集中实习学生多，很多工地无法一次安排，现场管理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４］。另外，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听到、学到，存在走马观花、不深入工程实际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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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生产实习与毕业实习整合改革实践
从２０１２年开始，湖南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岩土与地下工程系借助我校“地方高校土木工程专业

高素质应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的改革实践，将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整合在一起。学生在

大二认识实习后，于大三的下学期暑假７～９月份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实习时间长，可以顶岗，接
触到具体的施工过程，避免了传统实习存在走马观花、不深入工程实际等缺陷。具体实习过程和方法

如下：

１）实习分组。根据学生成绩，并结合系部老师的人数进行实习分组。保证每个老师所指导的学生
较平均，既有学习好的，也有成绩一般的。此实习分组同时是大四的毕业设计分组，有利于指导老师和

所带学生间的联系，学生实习的工程也方便作为毕业设计的依托背景或题目。

２）实习工点。实习工点可由指导老师推荐、学生自己联系、系部其他老师推荐等方式确定。为了
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锻炼学生的社交能力，系部鼓励学生自己联系实习工点，但要把实习工点

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告知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推荐的实习工点，可以是自己科研课题的依托工程，也可

以是自己同学、朋友项目上的。如果指导老师所联系的工点少，不能满足其所带学生的实习，则可向系

部其他老师寻求帮助。

３）实习动员。实习动员由整个系部的实习动员大会及指导老师的分组实习动员组成。系部实习
动员大会要求所有学生、指导老师均到场。指导老师的分组实习动员则是指导老师和其所指导的学生

参加。动员主要就实习安全、实习纪律、实习期间注意事项以及以后的毕业设计等等做介绍。

４）实习检查。一个实习工点通常安排３～４人，并安排１人负责，方便学生间交流、相互学习和照
应。实习期间，指导老师电话联系学生及工点的联系人，询问学生的实习情况，并随机去实习工点检查。

５）实习答辩。土木工程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现场的技术员或工程师不仅自己要懂专业，更应能
表达，能交际，能指导别人做。为此，要求实习的同学必须做ＰＰＴ汇报实习情况，ＰＰＴ应图文并茂，反映
实习地点、实习内容、实习中遇到的关键技术与重难点，以及实习体会等。

３　课程培养方案改革与学生能力要求
通过学生ＱＱ群，对每届实习的学生进行调查访问，让他们谈谈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整合的感受，

以及对专业课设置的建议；对已毕业在施工单位上班的学生进行访谈，了解施工单位对实习生的要求，

如专业、纪律、能力等等。

对于课程设置的建议：实习前，能熟练应用ＣＡＤ，并能绘制图纸，所以除开设工程制图外，应开设专
业的ＣＡＤ制图课。地下方向学生实习主要是基坑和隧道，需要一些现场施工的技术，一般是比较简单
的施工，更多的在于理论和现场结合起来，才能完全掌握现场的施工；所以学生建议把大四的部分专业

课及其课程设计提前在大三开设，实习前能够学习有关的实习内容，如隧道工程、深基坑支护。同时，尽

量减少大四上学期的专业课，给予学生更多的时间考研。

对于学生的要求：服从公司管理安排，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得住寂寞，熟悉施工技术及规范，会看图

纸，熟练ＣＡＤ，懂力学，有应变能力。

４　结语
通过整合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学生在现场实习的时间近４个月，可以充分熟悉工地和施工的流

程，并能熟练操作相应的仪器，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为以后就业打下了基础。根据学生的反馈意见，学院

不断优化培养方案，使培养方案与工程实践进一步结合。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整合，有利于学生顶

岗，避免了传统实习内容重复、走马观花、不深入工程实际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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