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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的大背景下,我国土木工程院校要根据学生职业生涯和能力的发展

需要,对其进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本论文从分析目前我国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实习教学中存在的

问题入手,对影响学生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剖析,并对如何加强大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希望能对我国高等院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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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excellent engineer education", China's civil engineer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ultivate their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ir careers and abilit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internship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its development, and m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hoping to help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ltivate talent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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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我国工科院校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工科院校对工科

大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日益受到关注。大学应该对目前土木

工程专业实习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影响学生

实际动手能力的因素,从而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提供参考。 

1 当前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1.1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偏弱 

目前,我国各大院校还未广泛实施"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新

教学模式,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不够重视,从而造成了学

生实际应用能力较差。此外,许多企业也不愿接受实习生,所以,

在大学里,土木工程类实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在土

木工程中,许多课程的教学与实际工作相脱离,这也导致了土木

工程专业学生在工程项目方面的实际应用能力不强。 

1.2实践教学体系在课程实践方面不够完善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知识

结构与实际操作系统,以达到培养目标的目的。(1)建立了土木

类学科的理论知识框架；大学应以工程实践为基础,以经济、管

理学、土木工程、法律和思想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为目标。(2)建立土建类专业的实践性作业系统。大

学应加强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实践性教学,使学生能够将所学到

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工程中去。然而,目前国内土木工程专业

的教育体系中,重理论轻实践,致使其在实践教学中的设置和方

式上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造成了目前我国土木工程专业本

科生的实际操作水平参差不齐,不少学生产生了“学无所用”的

心理,并对课堂教学产生了较大的抗拒。缺乏自信心和错误的价

值观念是影响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因素。 

1.3实践教学考核方式过于单一 

土木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要加强

对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对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目前,我

国土木工程专业实训教学还处在摸索之中,还没有建立起一套

完整的实训教学系统,所以实训教学的评价方法比较单一。例如,

实践教学中的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主要是根据实习单位的指

导老师和校内指导老师的指导意见来进行的,而不是将学生的

实际能力和对技能的掌握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和课程评价。 

1.4高校教师工程设计实践经验不足 

目前,我国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师资队伍主要是从事科研

工作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就导致了大学教师在实践考核评

估中采取的评估方法和评估成果都太过理论化,这就限制了学

生的实习和实习的热情,严重制约了土木专业学生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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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影响因素 

2.1理论教学与工程实践存在差异 

土木工程专业的理论教学内容涉及到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钢结构,混凝土等方面的学科内容。但就当前的现状而言,高

职高专院校的理论教学与实际工作之间还存在着差距。所以,

在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时,要把理

论教学和实际工作相结合,通过让学生参加实际工程,从而使

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得到提升,从而使学生的综合发展得到

更好的发展。 

2.2实践教学环节的实验设备资金投入不足 

在土木类专业实习阶段,是学生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

部分。实验课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但

是,目前我国各大院校在土建专业实习中,对于相应的实验仪器

的经费投入较少,从而造成了学生的实验器材不能与工程的需

求相适应。这样势必会影响到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从而使学生

失去学习这门课程的动力。 

2.3教师授课理念存在差异 

在土建类专业教学中,不同的教师在教学观念上有很大差

别。部分教师采用适当的教学观念,以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土木

工程专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土建类专业教师还

在沿用“理论+实习”的传统教学方式和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在

这样的教学体制下,老师是课堂的主导者,不能体现学生的主体

地位,从而导致学生的学习热情下降,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实际能

力。此外,由于土木工程专业的特殊性,使其学业压力大,导致

不少学生对其产生了抵触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要采取行之有

效的教学手段,以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动

手能力。 

3 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措施 

3.1完善专业课程体系 

大学可以通过改进专业课程结构,间接地提高学生的实际

应用能力。所以,土木工程专业的老师们可以采取项目化的实践

教学方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专业的课程体系,

从而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大学要将“创新+”、“学科竞赛

+”等理念纳入到专业课程体系之中,确定人才培养的目的,强化

土木工程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激发他们对土

木工程专业的学习积极性,为提升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打下坚

实的基础。 

3.2改进专业教学方法 

在土木工程类专业的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其实践性教学的

作用,必须结合其自身的特点,不断完善教学手段。所以,大学应

该采取具有设计性和开放性的教学方式,例如,在专业课程的实

践教学中采用目前比较热门的项目驱动教学法,改变以教师为

主的“师本”的土木工程专业教学方式,向“学本”的教学方式。

此外,在实际的土木工程课程中,还可以让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

项目实践,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也是有帮助的。此外,

还可以根据实际工程对学生进行实习或实习。使学生从实际工

作中体会到土木类专业中的理论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差异和联

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情况进

行教学。在工程技术领域,应将思政与学科建设相结合,建立以

思想政治为核心的工程类专业课程教学体系,为培养高素质的

土木工程类应用人才奠定基础。 

3.3提高课堂实践教学水平 

大学应加强课堂实践教学的层次,实行导师制和学科竞赛

学分制,增强学生参加专业训练和专业实践的热情。通过教师的

引导,使学生能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从而提升自己的实际应

用能力；通过学科竞赛,使学生能够在职业实践活动中锻炼自己

的实际应用能力。另外,学校也可以建设土木工程专业的实验室,

为学生开展工程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实验平台和仪器支撑,从

而在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也为培养学生的工程动手能力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 

3.4加强校企合作 

目前,我国土木工程专业所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才一直

得不到企业的青睐,其根本原因就是学校培养出了与工程产业

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才。究其原因,是学校与企业的关系不够密

切。为此,必须加强校企合作,使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达到一个

平衡点,从而为企业输送更多有价值的人才。目前,我国高等院

校土木类专业的毕业生数量庞大,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为此,高校应进一步强化校企合作,构建“双向参与,优势互补”

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新体系,从而达到校企共赢的目的。此

外,还可以对“校企合作”的教学方式进行深入的探索,为土木

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创造更多的实习机会,让他们在实践和项目

中锻炼自己的实际应用能力。 

3.5生产实习的安排 

土木工程专业的老师可以把生产实践计划在毕业后进行,

比如在第三学年结束的夏季,这一阶段大约有四个星期。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即通过对新课程内容的学习,使其

能够更好地应用于工程实际中。在一个月的生产实习中,土木工

程专业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实际工作来体验到自己的生产

实际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专业课程的重

点,从而对理论、图纸、规范和工程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初步的了

解,从而对土木工程中的“专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另外,作

为以专业为中心的生产实践活动,老师需要让学生主动参与到

实习单位中的各个岗位上的特定工作中去,从而在团队和工种

交替中,对土木工程专业“专业精神”进行科学理解。基于这一

点,老师也可以举办讨论会和讲课,让学生有勇气提问,在老师

的耐心教导下,让学生学习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解决实

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这样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土木

工程专业素质能力培养的成效。 

3.6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 

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其中,在土

木工程专业系统中,毕业设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学活动,它是

指通过对实际的专业设计过程进行仿真,通过专业课程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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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对理论知识、设计原理、规范、步骤与成果之间的关

系进行深刻的了解,因此,土木工程专业的老师需要让学生选出

综合性比较强的毕业设计题。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土木工程专业

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和提高,老师可以让多个同学一起进行一

个毕业设计题目,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同学在毕业设计的时候,既

可以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又可以理解专业理论的实质,也可以

了解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毕业

设计方案,以保证学生对土木工程专业的理解。为了达到以上的

毕业设计效果,专业教师也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有组织的毕业实

践,这个阶段是由一个毕业设计小组组成的,用四个星期的时间

来进行职业素质的高密度训练。 

4 结语 

总之,为了培养土木工程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大学生应注重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土木工程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受过工程师必备的基本技能培训,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良好

的职业道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工程实践能力和自学能力,能

够在土木、交通、水利等行业从事工程设计、施工、项目管理

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学生具有较系统的数

学,力学,结构工程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具备建筑材料,基础,房

屋结构,道路桥梁,施工工艺和管理,工程经济等方面的专门知

识；熟练掌握工程制图,工程测量,结构测试与测试,计算机应用

及外语能力；培养学生掌握土木工程结构设计、施工和管理方

面的基础知识,掌握工程结构设计和施工管理的基本技能,掌握

工程质量评价和科研工作的基本技能。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一

个人在土木工程方面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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