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７期
２０１４年７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７
Ｊｕｌ．２０１４

土木工程专业主干课程教学与

考核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①

李富荣，荀　勇，支正东
（盐城工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盐城２２４０５１）

摘　要：土木工程专业主干课程是综合性、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专业课程，其教学与考核方法直接关系到学生对
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应不断改革与创新课程教学与考核方法。通过教学方式的优化和考核方式的调整，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主动性，提高了教学效果，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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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工程专业主干课程包括土木工程测量、结构力
学、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土木工程施

工等，课程所含理论知识涉及诸多学科领域，如工程力

学、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等。虽然知识内容各不相同，但

均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实践性和应用性，且重视技能，在

课程教学中，需要关注这些共性。目前，在我国很多专业

主干课程考试内容以教材中的基本知识为主，考试题型

欠合理，考试形式单一，记分方式不科学，缺乏对学生知

识、能力、素质的综合考察［１］，土木工程专业也是如此。

为此，盐城工学院在土木工程专业建设过程中，对土木工

程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与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创新，提

高了学生参与教学、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增强了学生的学

习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１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１．１　更新教学内容

在专业教学过程中，注重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是注

册工程师的基本要求，而注册工程师考试大纲是动态调

整的［２］。因此，课程教学内容也应根据注册工程师考试

大纲要求适时更新，如土木工程测量课程的教学应及时

补充电子水准仪、全站仪、ＧＰＳ等测绘新技术；土木工程
施工课程应将施工方面的新技术、新工艺等内容及时传

授给学生。

同时，土木工程专业教师应及时跟踪规范的更新，参

与新规范学习和宣贯，将新内容及时补充到课堂教学。

如，在老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０－２００２）中，
混凝土保护层是指纵向钢筋（非箍筋）外缘至混凝土表面

的最小距离，而新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１０－
２０１０）则定义为“结构构件中钢筋外边缘至构件表面范围

用于保护钢筋的混凝土”。因此，专业教师应及时修正相

关内容，提醒学生关注规范更新，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时

引用现行有效的规范。这几年颁布实施的《建筑地基基

础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０７－２０１１）、《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０３－２０１１）等规范中条款的更新和修订，也需要
相关课程任课老师及时关注并学习，以便在教学中及时

补充与更新。

１．２　改进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是师生教学相互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体或

设备，现以多媒体为主。传统的教学手段以板书为主，有

助于学生思考与记忆，但有些专业课程仅靠板书不仅增

加教师工作量，还不够形象直观，从而影响教学效果和质

量。例如，在房屋建筑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多媒

体教学手段，将该课程主干内容制成多媒体课件，同时对

于解释性内容可结合板书进行，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和课堂教学质量。在有些课程教学中存在实验教学环

节，如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土力学等课程，可将实验仪

器或模型带到课堂，结合实物讲解，形象直观，若同时采

用相关实验操作的视频，则教学效果更佳，学生理解更

透彻。

１．３　改革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改革是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

节，其中，教师又起着关键性作用。教学方法改革应以学

生为中心，专业教师积极组织和创新教学内容，善于引导

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３］。就具体方法而言，专业教师

可采用互动式、启发式等创新性教学方法，这样不仅培养

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还为学生自主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提高了学习效率。因此，教学方法改革不仅仅限于土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０９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Ｃ－ｃ／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２）
作者简介：李富荣（１９８２－），男，江苏盐城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岩土与城市地下工程、环境岩土力学与工程研究。



第７期 李富荣，等：土木工程专业主干课程教学与考核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木工程专业主干课程，其他课程也都需要进行改革和创

新，以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这也是土木工程专

业评估和注册工程师考试的基本要求。

２　强化实践教学的地位
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性较强，在改革与创新教学方法

过程中，为配合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我们强化了实践教学

的地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２．１　强化实践教学
在实践教学中，实验教学处于核心环节，为此我们对

实验教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里以土木工程专业岩土

与地下工程方向为例。为强化学生对土力学的认识，提

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将土力学实验由８学时增加到
１６学时，以增设土体渗透、击实、孔隙水压力及土压力测
试等实验项目；同时，根据培养方案要求，还开设了岩土

工程勘察、地下工程测试与监测等专业课程实验，丰富了

专业实验教学内容。调整或充实后的实验项目不仅锻炼

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综合运用

知识的能力，还体现了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更能加深学

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

的教学目的。

２．２　注重实际应用
在强化实践教学的同时，还必须注重实际应用，培养

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为此，在部分课程教学中加大了应

用环节，设置课堂大作业内容。如道路勘测设计课程，学

生在任课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平面设计”“纵断面设

计”和“横断面设计”大作业，这些设计类的大作业不同于

课后习题。课后习题不分你我，内容和结果基本一样，可

能存在抄袭现象，而大作业的已知条件及数据是不同的，

结果自然也不同，教师需要精心设计大作业，学生则只能

独立完成，杜绝了抄袭现象。大作业的做题过程及答案

不尽相同，综合性较强，不仅可培养学生独立计算与设计

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主动性，还可培养学

生的科技创新意识，提升学生对实际工程问题的综合应

用能力［４］。

３　全过程考核模式的建立与实施
教学过程是教师的教授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相统

一的认识－实践过程，即教师有目的、有计划地指导学生
有效学习的活动过程［５］。在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的同

时，对课程考核方式也进行了改进，即建立了全过程考核

模式，其具体做法是土木工程专业主干课程的期末考试

成绩占５０％，平时成绩占５０％；期末考试坚持闭卷考试，
平时成绩中有课堂练习、课堂讨论、课后作业、课程实习

等，加大了学生主动学习评价的份额，避免了考前死记硬

背、考后忘得快的弊端，更注重学生全过程的参与和

学习［１］。

３．１　调动学生参与教学
在每节课程教学时，先阐述本节课内容的重点难点，

结合实际工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对学生提问或让

学生提出问题，并将学生的表现记入平时成绩。经过一

段时间后，学生主动回答问题、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很高，

课堂氛围好。同时，在课堂教学中，不定时要求学生在课

堂完成习题，并将完成情况计入平时成绩，迫使个别想旷

课的学生只能放弃旷课的想法。

３．２　课堂、课后练习相结合
课程教学中，部分章节后习题可随堂练习，不仅考核

了学生知识消化能力，教师还可及时发现教学问题，改进

教学方式。下课后学生需花更多时间自学，以消化课堂

教学内容并完成作业，且必须按时交作业，作业完成情况

也计入平时成绩。通过听课、自学、练习，再加上复习、总

结，学生加深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了自学能力，减

轻了期末考试压力。

３．３　加强实践环节考核
土木工程专业主干课程中，普遍开设了实践环节如

课程实习、课程设计、课程实验等，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

手能力［６］。教师给出实践教学任务，要求学生自主学习，

确定设计方案，最终形成设计成果。实习或实验可分小

组完成，故对此环节还增加了小组长对小组成员的打分，

充分体现对实践过程的考核。

３．４　期末考试采用闭卷方式
对于土木工程专业主干课程，期末考试成绩占５０％。

因此，无论是哪门专业主干课程，其基本概念与原理是必

须掌握和记忆的，所以采用闭卷考试很有必要，且建议建

立试题库，试卷中试题库内容占７０％～８０％左右，任课教
师可出２０％～３０％题目，这样不仅丰富了试卷内容，还可
避免题库过于片面、不能全面反应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

解与掌握。

４　结　语
针对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要求，基于注册工程师制度，

盐城工学院对土木工程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与考核方法

进行了有益的改革与创新，全面考查了学生对专业知识

的掌握程度，提高了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

践创新能力。同时，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应以培养卓越

土木工程师为目标，进一步深化课程教学改革，提升课程

教学质量，创新课程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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