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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土木工程本科专业教学改革

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 ①

祝明桥，谢献忠，皇晓东，戴益民，汪建群，李永贵
（湖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新时代环境条件下，高等院校培养的土木工程本科毕业生应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良好的综
合素质。然而目前本科院校土木工程专业在培养综合型人才方面尚存在较大的困惑与不足。要利用优秀校友和企业等

资源建立学生实习长效机制，同时深化课程体系和实习环节改革，实现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通过成立学生课外科

研兴趣小组，吸收部分优秀学生参加，达到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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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的简明定义是建造各类基础设施和工程设施的科学技术的总称。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

要，２０世纪末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大幅调整了专业设置，即体现大土木的思想。
土木工程专业包括建筑工程、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铁路工程、给水排水工程、海洋

工程和港口工程，将其系统地分为上述８个专业分支，涵盖范围更广［１－２］。

在新时代环境条件下，土木工程本科专业教育具备以下新特征：１）各高校根据其综合实力所确定
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目前全国共有３６２所高校开设了土木工程本科专业（全国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
业指导委员会最近统计结果），其中教学型院校和研究型大学（主要指９８５和２１１院校）分别为２９７所、
６５所，分别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创新型人才。２）用人单位因其自身单位性质、规模大小、岗位层次等
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对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需求亦有所差别。因此各高校非常有必要与时俱进，制定与

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

面向２１世纪的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应该为：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过硬的专业知识，
突出的实践能力，全面发展的综合素质［３－４］。我校土木工程专业１９８９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２００４
年获得结构工程硕士点，２０１１年获土木工程一级硕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１２年实现全国２９个省、直辖市一
本招生。累计本科毕业生达５０００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主要从事施工、设计、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占
８０％以上；少部分从事教学、科研和公务员工作，约１５％左右，改行从事其它工作的约５％。针对我校本
科土木工程专业办学历史、毕业生就业状况及目前在全国高等院校专业排名处于中上水平，我校土木工

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为：以培养工程应用型为主（占８０％以上），以培养研究创新型人才为
辅（按２０％考虑）。为实现上述目标，笔者认为应制定针对性的措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进一步深化土
木工程本科专业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方面的改革，此为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的关键；二是成立科研兴趣

小组，吸收部分优秀本科生参与，此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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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土木工程本科人才培养目前存在的问题
１．１　工地多与实习难

近年来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工程设施需求量与日俱增。据评估，近年来

建筑业产值占全国总ＧＤＰ的１／４左右，相关从业人员在所有行业中位居第四，已达６０００万人。虽然目
前全国建筑行业形势较好，但实习困难是各高等院校土木专业本科生面临的普遍问题［５］。按照培养目

标和实习内容，一般将土木工程本科生专业实习分为认知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三大板块。认知实

习以专业认知为主，注重专业基础和专业兴趣培养，主要是参观实体工程；生产实习注重生产，要求实习

学生参与具体工程的生产过程，将专业知识应用于生产；毕业实习则要求学生驻地生产，毕业实习既可

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升华，又可为毕业生的职业认知和规划奠定基础。

近年来高校普遍扩招，学生数量呈大幅增加之势，这导致了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在实习方面存在相关

实习经费相当有限、实习时间过短、实习安全难以保障等问题。建筑工地虽然较多，但多数项目部出于

安全考虑一般不接受大批学生实习，实习难的现象普遍存在。由于实践环节不理想，学生只能在学校学

习书本知识，再加上高校很大一部分青年教师博士刚毕业，较少参与工程实践，教学也仅局限于书本，这

也导致学生理论与实践脱节。而另一方面，大学生基本上为独生子女，较少承担体力劳动和参与社会实

践。学生的寒、暑假合计百来天，基本是宅在家里上网，条件好的家庭则外出旅游、参加各类补习班，与

专业关系不大，浪费了大好时光，甚至对专业有一定的荒废。

１．２　用工荒与就业难
高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基本从事建筑行业技术与管理工作。目前建筑行业技术与管

理工作人员为３００万左右，按行业人员６０００万的２０％计算，尚缺少９００万人。假如１０年达到饱和，每
年需要９０万毕业生。按上述分析，应该说建筑行业的本科生就业不存在问题。但实际情况是每年全国
各地举行人才交流会（包括各高校组织的），用人单位通过各种方式考核、面试等手段，仍很难找到单位

想要的人才，而毕业学生也很难找到理想的单位，其主要原因是各方的要求和目的不尽一致。企业需要

的是能吃苦耐劳、懂得一定技术和具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综合型人才，而毕业生希望找一个自己感兴趣、

能发挥自己专长且高薪的岗位，由此造成试用后解聘或跳槽的现象较为普遍。

１．３　为考研而考研
随着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加上研究生扩招，考研队伍逐年庞大。应该说考研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很优

秀的，所掌握的知识是全面的，但也存在部分学生为考研而考研现象，特别是三本学院学生更是如此。

这部分学生只学习考研的课程，对其他科目采取应付的态度，并没有完全掌握本科专业知识。该类学生

即使到了研究生阶段，还需花大量时间来补习本科课程，导致课题研究、硕士论文很难上手，２～３年毕
业很难达到工学硕士应具备的水平。

２　土木工程本科专业教学改革思路与建议
２．１　建立长效实习机制

学院近几年横向科研经费每年超过１０００万元，且呈上升趋势；对外服务有湖南科大工程检测中
心，具备交通运输部工程质量监督局颁发的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资质、湖南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

批准的综合乙级资质；此外还设有湖南新纪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市内、省内及周边省份建筑企业建立

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同时，学院本科生毕业至今已有２０余届，累计毕业生５０００余人，分布于全国各
地，主要从事施工、设计、管理等工作，很大一部分已成为企业管理骨干。他们对母校充满浓厚的感情，

每年“五一”或“十一”都有大批校友回校相聚，他们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学院完全可以与上述长期合作

的建筑企业和优秀校友所在的企业单位签订长期战略性合作协议，包括学生实习、就业、技术合作与咨

询、技术开发、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战略合作。此举既解决学生实习、就业、事业发展等问题，以

及学院专业办学方向和产学研问题，又解决建筑企业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问题，最终实现学生、学院和

企业“三赢”模式。为鼓励广大教师和教辅人员与建筑企业签订长期战略性合作协议，学院可考虑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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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奖励措施，为此设置专项教研课题，并要求结题、评估、验收。

２．２　深化改革学生实习方式
学生实习要充分利用学院与建筑企业签订的长期战略性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寒、暑假时间，调整实

习时间和实习方式。如，将为期两周的认识实习调整为调查实习，利用大一暑假时间到实际工程、项目、

工地进行调查，了解行业基本知识、现状和可能从事的工种等，可采取访问、调查、拍照、制作多媒体调查

报告等多种形式。第三学期开学时，组织学生召开调查实习专题会议并对实习成果进行总结汇报，教师

对学生实习成果进行检查和点评，使学生既了解所学专业又接触实际，开阔眼界，且通过制作多媒体调

查报告并汇报，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以得到提高。

测量实习可安排在大二第二学期末，利用暑假时间，在校园进行测量实习。原因为：１）暑假期间校
园相对安静，避开了正常上课的繁忙；２）实地测量可加强学生对母校的了解，培养对母校的感情；３）校
园面积大，３０００多亩地，１００多万平方米建筑房屋都可以成为测量对象；４）学生的测量实习成果可为校
园基础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生产实习要求学生参与实体工程生产过程，时间不少于两个月。因此，建议安排在大三暑假，时间

从６月底持续到９月底。此时学生已基本完成主要专业课程的学习，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恰好
这个时间段为施工企业的黄金工期，单位可能面临用人短缺的问题，而实习生正好可以作为临时用工。

实习单位要求学生自行落实、寻找实习单位的过程本身就是大四找工作的预演练，如无法落实则直接输

送至协议单位或由指导老师安排。实习要求学生住在施工现场，与相关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生产。为减

轻学生、指导教师以及项目部的压力，由学院出资为每位实习生购买２０～５０万元意外伤害保险。实习
期间亦要求指导教师对实习情况进行巡查，学生的实习表现作为给定实习成绩的重要依据。实习最终

要求提交的成果如下：１）实习日记，总篇数不少于６０篇；２）不少于５０００字的生产实习报告；３）在施工
现场自己参与完成的有关施工技术、施工组织管理、施工概预算方面的设计等项目资料。生产实习成绩

的给定需要综合学生两个方面的表现：１）现场表现，主要为学生在生产实习中理论联系实际情况、解决
问题的能力、遵守纪律、工作态度与安全意识等方面；２）实习成果，包括实习日记、出勤表、报告和答辩
情况。３个月的生产实习可以让学生深刻了解实体工程的施工过程、体会实体工程的工作环境，学会与
人沟通和交流，加强对实习单位的了解，为将来的工作奠定基础。同时，实习单位可以在此时考查实习

生，对于优秀实习生可签订就业协议，在双方足够了解的情况下吸收优秀毕业生。

毕业实习安排在学生较系统地学习完专业基础知识之后，且不能耽误学生找工作，大四学年第一学

期从１２月底至次年３月底共３个月的时间为最佳时期。完成毕业实习之后，老师可以结合学生在单位
的实习内容，针对性地布置毕业设计。在确定毕业设计题目之后，遵循初稿（５月中旬完成）→修改并评
阅（５月底）→答辩（６月初）三个流程完成毕业设计。建议举行公开答辩制度，合作单位参与设计和答
辩全过程。此举一方面对学生和老师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同时可以作为学校对合作单位的交流和宣

传，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毕业设计结合实体工程实践，能够提高学生学识水平和综合素质。

２．３　深化课程体系改革
本科生的课程需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优化设置。应该说本科土木工程专业为传统学科，

课程设置基本合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必要的改革还是需要的。公共基础课可结合专业基础课

适当调整，如专业外语和专业计算机程序应用（如ＣＡＤ等）应适当开设，而普通外语和计算机课程可适
当减少。课程安排次序方面，建议大学第一学年，可增加专业计算机程序应用、建筑制图、理论力学等课

程；房屋建筑学可放在第二学期开设，这样有利于学生大一学年第二学期末暑假期间的调查实习。大学

第二学年主要安排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建筑材料、建筑测量等专业基础课，这样有利于学生在大二第二

学期末暑假期间进行测量实习。大学第三学年主要学习专业课，如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原

理、砌体结构等，基于相关专业课的学习，学生可以在大三暑假期间进行为期较长的生产实习。大四学

年主要安排高层建筑设计、结构抗震、结构试验等选修课程，时间为１０月初至１２月底，有利于学生参加
各类人才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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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成立课外科研兴趣小组
针对一些渴望进一步深造、考研的学生，专业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成立科研兴趣小

组，吸收部分优秀本科生参加（按１０位专业教师考虑，每位指导教师名下安排５～８人，共可吸收５０～
８０人参与，接近专业在校生的２０％）。课外科研兴趣小组的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指导教师的研究课
题，包括每１～２周进行１次研讨活动。该活动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尽早接受专业教师的指导，熟悉专业
知识，并对相关课题进行探讨，培养专业兴趣，为进一步深造或将来走向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

方面也可解决部分专业教师（特别是刚毕业的博士，目前指导研究生较少）人数不足的问题，同时学生

的加入也有利于激发新的思维、新的火花，有利于团队建设。

我校非常重视从科研能力培养方面培养优秀本科生，学校积极组织并资助以学生为项目负责人的

ＳＲＩＰ项目（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ＳＩＴ项目（湖南科技大学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
新性实验计划项目），通过项目的执行，培养了一大批初步具备科研能力的研究型本科生；并组织学生

参与各类学科类竞赛、结构建模大赛、挑战杯项目、节能减排项目等竞赛项目，多次获得优异成绩。

３　结语
面向２１世纪发展的要求，高等院校应培养具有较强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优秀土木工程毕业生。

通过深化课程体系改革和学生实习改革，利用优秀校友等资源，和企业单位签订长期战略性合作协议，

建立学生实习长效机制，可以解决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实习和就业的难题，并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

标；同时，通过成立学生课外科研兴趣小组，吸收部分优秀学生参加教师科研课题，培养专业兴趣，为其

进一步深造奠定坚实基础，达到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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