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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加入 WTO后高等教育必须实现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本文从 WID对我国商等教育 的要 

求以及在 wro机制下土木工程人才的定位，阐述了基于 WTO的土术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及其可靠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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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WTO后 ，我 国参 与 国际竞 争 必 须按 WTO 

规则运作 。对 于 我 国的 高等教 育来 说 ，必须 要实现 

教育理念 的根 本性 转 变 ，也就 是要 实现 人才 培养模 

式和 管理模 式 的根 本性 转变 。就土 木：[程 而 言 。宽 

泛 的结构要 求渗 透到 教育体 系 的方 方面 面 ，并在此 

结构 平 台上 ，构筑新 的教育 体系、课程体 系和实施方 

略 。 

一

、旧的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课 程 体 系 方 面 

教学 内容 上存在 着知 识老化 ，教材 内容仍停 留 

在六 、七 十年代 的课 本 内容 上 ，即使 是新 版教 材 。也 

大 多是老教材 的衍 变 ，基 本上无多少新 东西 ；教学方 

法 陈旧落后 ，现代化 的教学 手段 还没 有 真正意 义上 

的运 用 ；理论 与实践脱节 ，技 能单 一等。 

2．教 育手 段 方 面 

科 学教育落后 ，智 力教育偏颇 ，道德教育与心理 

教育 危机等等 。 

3．教 育体 制 方 面 

仍沿袭 计 划经 济 的模 式 ，体 现在招 生计 划上 和 

管理模式上 。WTO背 景下 ，高 等学校应 该是 独立法 

人和办学实体 ，应 通 过市 场调节 而 不是 行政命 令 来 

达到 自主生存 和发展 的 目的 ，也就是 说 ，市场是 决定 

高校人才 培养模 式的首要 因素 。 

二、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位 

1．土木 工程 的人 才 培 养 思路 

① 知 识 平 台 。围 绕 土 木 工 程 的设 计 、施 工 、管理  

各个环节 ，进行学 科基 本理论 、基 本技 能 的教学 ，同 

时强化课 程设计 、试 验仪器 操作 、现场实 习实训来 巩 

固基本理 论 ，提 高基 本技 能。使 学生 真 正成 为会设 

计 、能施 工、懂管理 的现代科技 人才 。 

②能力平 台。 围绕 土木 32程 的决 策 、设 计 、施 

工 、管理及 监理 等领 域 。强化 学 生 的认 知 能力 、实 践 

能力 、沟通能力 、思辨 能力 和创新能力 的培 养 。 

③ 工 具 平 台 。 围 绕 计 算 机 在 工 程 领 域 中 的 应 

用 ，强化计算 机基 础 知识 的学 习和 计算 机基 本技 能 

的实训 ；围绕高等数学 、应 用数学和数理 统计 的工程 

应用 ，强化其在应用方 面的基础 教学 ；围绕外语 的语 

言特点 、环境 以及我 国的国情 ，强化其 听 、说 、读写 等 

方 面的基础 教学 ，同时 ，强化专业外语 的专业实训 。 

④管理平 台。围绕 人才 培 养模 式 ，注重 学 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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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 ，包括政 治思 想 素质 、心 理素质 、意志 品质 

素质和道德 品质素质等 的教育 ，同时 ，强化学生 民族 

精神 、奉 献精神 和团队精神 的熏 陶。 

淮 阴 工学 院 土 木 工 程 系进 行 的第 四 批 国家 试 点 

专 业 “房 屋 工 程 施 工 ”，在 教 改 方 面 基 于 人 才 培 养 系 

统 ，打破原有体 系进行 整合 ，从 已毕业学生单位反馈 

来 看 ，教 育 效 果 是 比较 显 著 的 。 同 济 大 学 高 等 技 术 

学 院在构 建 系 统平 台和 增加 学 生应 用 能力 的培养 

上 ，也 取 得 了 一 些 成 绩 。 

2．构 建 系统 平 台(如 图 l所 示 ) 

图 1 人才培养系统 

三、系统的可靠性评估 

人 才 

系 统 可 看 成 一 个 串并 联 系 统 ，四个 平 台构 成 一 

个 串联系统 ，每个 平 台问 的各 元 素又构 成 一个并 联 

系统 ，串联系统 的每一个 平 台实则是一个子 系统 ，每 

个 子 系 统 的 失 效 ，导致 整 个 系 统 失 效 ，每个 子 系 统 的 

各 元素是相互 关联 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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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可靠性评估 

系统 的可靠性评估 就是通 过建立系统 的功 能函 

数 g( )=，( ， ， ，五 )，其 中 =，( 。， ：， 

⋯  )， 为 子 系统 中元 素。通 过统计 元 素 的参数 

特 性 ，确 定 子 系 统 的 可 靠 度 ，进 而 确 定 主 系统 的 主 要 

· 18 · 

失效模式 ，计算 系统 的可靠度 ，确定影 响系统 的最 主 

要 因素 ，并最终反馈到 系统 ，优化 系统 。 

对 于 系 统 的 四个 平 台 ，若 各 个 平 台 的 工 作 状 态 

完 全 独 立 系统 ，则 系 统 的 失效 概 率 P，为 ： 

P，=1一p(n )=1一n (1一 ) 

当每个 平台 的工作状态完全 (正 )相关 时 

P，= 1一p(m in
．  

1 一 m
f∈ l

in
．  

( 一 )= m a
．

x p
，

j； 

实 际 上 ，系统 失 效 概 率 处 于 上 述 极 端 情 况 之 间 

m  a x
．

, ≤P，≤l一弭(1一 ) 
也 就 是说 ，系统 的 可 靠 度 小 于 或 等 于 各 平 台 的 可 靠 

度 。 

对 于每个平 台中的元素 构成 的并 联系 统 而言 ， 

当元 数 工 作 状 态 完全 独 立 时 

P， ；相关 时 ，可 于是 子 系 统 的失 

效 概 率 为 ： 

珥 ≤P，≤⋯mi．n p~ 
由此 可 见 ，当子 系统 的失 效 形 态 唯一 时 ，平 台 可 

靠度大于元素可 靠度 ；当子 系统 的失 效形 态 不唯 一 

时 ，子系统 的每一 失效形 态 对应 的可 靠度 大 于元 素 

的 可靠 度 ，也 就 是 说 ，子 系 统 的 可靠 度 小 于每 一 失 效 

形 态对应 的可靠度 。从 上述分 析 可 知 ，只有 加强 每 

一 元 素的可靠度 ，才 能提高系统 的可靠 度。 

四、结语 

WTO背 景 下 的 土 木 工 程 人 才 培 养 是 我 国 土 木 

工程走 向世界 的宏 大工 程 ，要求 所 有教 育 工作者 必 

须 时 刻 把 握 国际 土 木 工 程 领 域 的 发 展 命 脉 ，在 努 力 

实践江泽 民同志 “三个代表 ”的基础上真 正实现 教育 

理 念 的 根本 性 转 变 ，从 而 达 到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与 时 俱  

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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