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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土木工程特点与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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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土木工程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本文从现代土木工程的 

特点出发。阐明了土木工程师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与素质。在此基础上，分析 了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004年实施 

的土木工程专业本科培养计划的两个特点，即重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育。以及加强工程训练，培养工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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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工科人才培养模式 

较多地借鉴了前苏联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培养目 

标上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专业设置上表现为 

专业划分过细过多，缺少专业的交叉；课程安排上重 

视自然科学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重视理论 

联系实践，而对传授专业研究的最新发展缺少足够 

的重视；教学方法上则以教师单向传授知识为主，忽 

视了对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思维创造性的培养。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高等工科人 

才培养模式原先的不足逐渐被认识，教育工作者正 

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才培养模式。目前，这 

种体系已经大体建立并处于不断完善中⋯。一方面 

对于许多问题比如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材建设等 

已经统一了思想并取得了成果。另一方面 1998年 

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原建 

筑工程、交通土建工程等 8个专业综合为土木工 

程 】，以及我国加入WT0后土木工程人才面临新的 

挑战 】，有必要不断完善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 

现代土木工程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木 

工程师应具备的素质。了解土木工程师应具备的素 

质将有助于认识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土木工程人才 

培养模式。 

一

、现代土木工程的特点 

土木工程最大的两个特点就在于它的“个性”和 

“综合性” 。 

(一)个性 

土木工程常常是单一的，在大部分时候无法连 

续不断地复制和销售。其规模一般较大，无法试做， 

做完后也很难退货。此外，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技术水平、经济水平、地质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目前土木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和监理还没有完全 

国际化，各国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法律规定、规范和行 

业标准等。这个特点决定了土木工程“产品”本身和 

制作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从业人员应特别重视 

经验和工程案例的积累。 

(二)综合性 

建造一项工程设施一般要经过勘察、设计和施 

工三个阶段，需要运用工程地质勘察、水文地质勘 

察、工程测量、土力学、工程力学、工程设计、计算机、 

建筑材料、建筑设备、工程机械、施工技术、施工组 

织、建筑经济等学科或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在很 

多场合还应顾及社会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也就是 

说，土木工程师的工作对象除了“物”以外，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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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而土木工程是一门范围广阔的综合性学 

科。一个土木工程师可能仅仅专长于其中某一个或 

某几个领域，但对其他领域的内容应当有所了解。 

二、土木工程师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与素质 

一 般认为，现代土木工程人才应具备：实践一理 

论一计算三极的知识结构(见图 1)。 

图 l 

工程师最终的任务是将理论和计算的东西在实 

践中应用，并通过实践来验证理论和计算的结果是 

否正确，所以工程人员必须具备实践技能。同时，土 

木工程师还应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这是因为，不少 

工程问题的处理，由于客观情况过于复杂等原因，难 

于如实地进行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实 

践经验来解决。理论知识主要指数学、力学和专业 

知识，也包括必要的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它对 

实践和计算起指导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对传统的理 

论分析和试验带来了冲击。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工 

程，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已成为土木工程师必备的条 

件。这表现在：1．理论分析较难或无法解决的问题， 

采用计算机分析则有可能提出供选择的方案，有时 

甚至是唯一的方案。2．用计算机模拟结构的试验， 

一 方面可以突破场地和设备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 

实现结构的“足尺试验”，并可方便地修改参数；另一 

方面有些结构难于进行直接或大量试验(如构筑物 

倒塌分析等)，用计算机模拟仿真就能体现出其优越 

性。3．专家系统、人工智能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使 

计算机辅助设计、信息化施工等成为可能。同时，具 

有实时性、远程性和交互性特点的网络技术的兴起， 

为大量数据的传送方式提供了新的途径。土木工程 

“综合性”强的特点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分析、处理、决 

策需要以大量的数据信息为基础。所以，网络技术 

必将在土木工程的规划、勘察、设计、施工和维护等 

方面起到积极的影响。 

为适应现代土木工程的特点，具备了以上的知 

识结构的现代土木工程师同时也应尽可能地具备以 

下素质 】：1．具有良好的组织和社会活动能力；2．具 

备相关的社会人文知识(经济、文化、财政、法律、民 

族、宗教等)；3．有较高的管理理论和能力，具备经营 

与开拓能力；4．关注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协调发展， 

具有社会责任感；5．具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质。 

这样，土木工程师才有可能使其所负责的建设项 目 

满足人们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创造人与 自然 

和谐发展的环境，从而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 

三、完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明确了土木工程师应具备的知识结构与素质为 

我们制定和完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提供 

了依据。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为适应我国土木工程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我 

校土木工程学院于 1998年将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 

取消了原来土木类较为狭隘的建筑工程、地下建筑、 

岩土工程、桥梁工程、交通工程等专业，仅设立土木 

工程专业，制定了相应的培养计划。课程设置上参 

照国外高水平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通常做法，即课 

程由通用的“大平台课程”和按专业课群方向划分的 

“课群组课程”两部分组成，突出工程教育特点，使土 

木工程专业具有了多学科、宽 口径、综合性强等特 

点。为了进一步完善土木工程师的知识结构，培养 

工程素质，最新实施的“土木工程专业培养计划” 

(2004年版)①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 

(一)重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育 

培养计划中各类课程的课内周学时与百分比见 

表 1。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校土木工程学院的专业基 

础课和专业课的学时合计占总学时的 49％。这样 

做，一方面使学生学习基础课程之后，大体了解土木 

工程各领域的基础知识，适应了土木工程“综合性” 

的特点；另一方面通过划分课群组的做法，加强专业 

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和熟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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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程师将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及一般处理方法， 

适应了土木工程“个性”的特点，并为学生未来继续 

深造打下基础。 

表 1 各类课程的课内周学时与百分比 

(二)加强工程训练，培养工程素质 

工程训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了包括专业知 

识的应用等专业方面的训练外，还包括表达能力、合 

作精神和自信心等非专业方面的训练。通过工程训 

练可以培养学生现代工程意识、工程实践能力与工 

程创新能力。与工业界的要求相比，目前我国土木 

工程的学生工程训练普遍不足，工程素质有待提高。 

为此，我校土木工程学院提高了学生工程训练 

的要求。具体做法为：1．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中均 

安排综合性大作业或设计，以增加学生工程应用能 

力和综合能力的训练，适应土木工程高度综合性的 

特点。具体做法是在“大平台课程”阶段安排了11．5 

学分的地质实习、测量实习等实践环节，在“课群组 

课程”阶段安排了5～lO学分的课程设计、生产实习 

等实践环节。2．在这些常规工程训练基础之上，持 

之以恒地组织学生进行结构设计竞赛活动_6】。其基 

本形式为课外设计竞赛和在教学环节中引入带竞赛 

机制的课程设计项目。竞赛活动培养了学生创新精 

神和动手能力。3．计划增设部分专题讨论课。专题 

讨论课可以提高学生的文献查阅能力、专业报告写 

作与演示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合作意识和辩论能力 

等。4．将毕业设计的时间延长为 18周，以提高学生 

综合运用已有知识的能力。 

四、结语 

我校土木工程学院已有的土木工程本科培养计 

划虽然具有重视专业课、加强工程训练以适应现代 

土木工程要求的特点，但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办学 

方法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加 

强完善以提高办学水平，为国际化办学创造条件。 

※ 同济大学教育与教学改革与研究重点项 目“土 

木工程专业本科生国际化办学的探索与实践” 

[注 释) 

① 土木工程专业培养计划．上海。同济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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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ivil engineering and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civil engineering sr~ alty 

LIN Feng，GU Xiang—lin，He Min—jua／l 

(College ofCivil Engineering，ro,~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The characteristic of modem civil engineering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e qualities that civil engineers 

should have are proposed．Based on the proposa1．tw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gram at Tongji University carried out since 

2004 are analyzed，which ale，emphasizing on professional fundamental COUrse and professional course education，inten— 

sifying engineering training and improving engineering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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