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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我国高校专业调整后土木工程专业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对优化教学内容进行 了探讨 ，并在教学内容优化 

和课程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大土木”环境的课程建设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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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aly五ng the problems of teaching contents of the civil engineering after the specialty adop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Discussing the optimization to the teaching contents and promoting the suggestions to caⅡ弓e8 construction for civil engineering specialty under th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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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院校专业调整后 ，原建筑工程、岩土工 

程、交通土建、城镇建设、地下工程等 8个专业合并 

为土木工程，即所称的“大土木”。它突破了传统和 

狭隘的专业教育观念，对高等建筑教育思想和理论 

提出了更新要求。高等院校培养人才主要是通过教 

学，也就是通过课程设置和安排教学内容来实现的， 

面对市场经济环境中人才培养 目标和模式的新要 

求，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其中教学内容优化与课程体 

系建设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一

、土木工程专业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土木工程专业为一级学科，主要包括建筑、桥 

梁、市政、道路、铁路、地下等工程，水利、港口、海洋 

平台、矿井、隧道等也属于土木工程。学科调整后， 

长期以来形成的培养 目标、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已 

不能适应新形式的要求，就教学内容而言，主要存在 

如下问题。 

1．教学内容结构不合理。土木工程专业调整 

后，一般院校都考虑按“大土木”要求制定培养目标， 

调整教学计划。从课程设置隋况看，公共基础课、专 

业基础课均比较容易实现，但专业课却很难全部开 

出。主要原因：①缺乏合适的配套教材；②相关专业 

教师缺编。在一定时间内这些问题将成为高校专业 

课很难开齐的突出矛盾，在此情况下 ，造成一些院校 

只有大土木的概念，而实际的教学内容结构并不合 

理，难以满足大土木的要求。 

2．教学内容滞后。目前我国高校仍然普遍存在 

注重传授经典知识，学生的专业知识面较窄，对新知 

识、新技术的了解较少。就土木工程而言，学科发展 

迅速，新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但教学 

内容依然“以不变应万变”。如混凝土结构 自 19世 

纪中叶出现以来，新理论、新材料、新结构层出不穷， 

而教学中目前对混凝土结构的耐久性设计、高强度 

混凝土特性、混凝土结构的抗灾性能、规范的发展等 

介绍很少，且十多年来教材内容基本没有变化，反映 

出课程教学内容与其客观发展不协调。 

3．窄专业支撑大土木。我国现行的各类规范中 

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当同样一个建筑物分属不同行 

业时可能要执行不同的规范标准，其设计方法、检验 

标准会有明显差异。由于管理体制不协调和规范标 

准不同造成的差异，不仅给工程技术人员带来麻烦， 

也给本科教学增加了困难。例如混凝土课程对同属 

于土木工程的不同专业采用的是窄专业的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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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钢筋混凝土结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排水结构——给排水专业 

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水工、港口专业 

结构设计原理——桥梁与隧道专业 

专业调整后，应对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相应整 

合，否则只是改变了专业名称而已。 

4．教学内容重复。长期 以来，相关专业各门课 

程从教材到教学内容安排缺乏互相沟通、优化统筹。 
一

方面教学内容多与压缩学时矛盾 日益突出，另一 

方面不同课重复讲授一样的内容。如钢材的本构关 

系在材料力学、建筑材料课中已经详细介绍过 ，并做 

过单向拉伸试验，在后续的混凝土课、钢结构课中又 

要重复讲解；混凝土的立方体强度和收缩徐变性能 

在建筑材料课中也讲过，并做了试验，在混凝土结构 

课中又重复一次。 

5．实践性教学环节薄弱。土木工程的专业课实 

践性很强，有实验、课程设计、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 

实践性教学环节，但是其效果不尽人意。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并不能调动学生独立工作积极性和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主要是因为设计题 目重复、多人同 

题、机械照搬照抄现象比较严重。实验课指导教师 

也是尽力将一切安排妥当，学生只需按部就班进行 

实验。专业课教学与实践性教学环节脱节，有些专 

业课内容在工地现场讲解可以使抽象内容具体化、 

平面图形空间实物化，可以降低学生理解难度，提高 

教学质量，但是 目前大多仍是照本宣科。 

二、优化教学内容 

改革和优化教学内容应结合土木工程专业的培 

养目标，从全面素质教育的高度，从专业发展、市场 

需要和与国际接轨的角度综合思考，科学地构建教 

学内容。具体应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1．确立大土木环境下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 

学科调整后，长期以来形成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 

教学计划不再适应新环境的要求，各院校纷纷根据 

自己的特色，重新按大土木要求调整培养目标和方 

案。美国的土木工程包括土木、水利和环境三个大 

口径专业，如里海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培养宗 旨是： 

“土木工程师的职业实践包括对桥梁、房屋、公路、空 

港、铁路、港 口、船坞、地铁 、隧道、给水和净化系统、 

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水利发电工程、测量及研究工 

作能形成概念，进行规划、设计、施工 、应用和维护。” 

“从事职业活动的工程师在工科大学接受教育中安 

排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目前我国土木工程 

专业口径仍不够宽，与大土木的客观要求仍有距离， 

有待于在发展中调整和拓展。 

2．优化教材建设。高等教育的教学活动中教材 

是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 

因素。缺乏配套教材是 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沿袭 

以往教材编写思路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应站在专业 

整合后的新高度有组织、有计划地解决教材短缺的 

燃眉之急；应根据新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优化知 

识结构，系统地建设教材。 

3．贯通基本理论，拓展专业方向。同一专业必 

然存在教学内容的共性，不同方向则有其特殊性。 

土木工程专业有些课程的基本理论相近，可以加以 

融合统一讲授。比较建筑结构、路桥、港口、铁路工 

程等专业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除铁路工程 

规范目前仍采用许用应力法外，其它专业规范基本 

理论相近。若将基本理论优化整合讲授，学生在学 

习中通过对比了解掌握不同专业方向的基本原理和 

设计方法，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为后续课 

程选择、学习奠定基础，而且为毕业后更好地从事不 

同专业工作创造条件。就专业特殊性而言，通过设 

置建筑结构工程、桥梁工程、道路工程、港口工程、岩 

土与地下工程等专业方向课，便于学生多方位选择 

发展方向。只有拉通专业基础，完成相关专业知识 

的融会贯通 ，才能打破条块分割界线，消除授课内容 

简单重复的弊端，解决压缩学时与拓展专业教学 内 

容之间的矛盾。 

4．重视经典，介绍进展。教育的继承性、周期性 

决定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应有相对的稳定性，即人 

们常说要重视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教育 

(“三基”教育)。但是在传授经典内容的同时必须积 

极推陈出新，不断增添新知识，以保持教学内容的先 

进性。对土木工程专业而言，应要求学生通过主要 

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学习掌握经典理论，同时让学 

生了解规范的发展，了解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 

科的研究发展方向，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启发学生 

的创新意识，增强学生的职业责任感。 

5．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鼓励学生 自己设计实 

验，教师组织讨论优选实验方案；学生参与试件制 

作、试验准备并动手做试验，观察结果、采集和处理 

数据，经过分析总结后提交试验报告。课程设计、毕 

业设计指导教师不宜将试验过程布置过细，应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根据培养 目标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优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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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突破原有课程间的藩篱，加强课程体系间的 

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和综金，构建合理、高效的课程 

体系，才能适应大土木环境 ，舒合土木工程专业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 

三、土木工程专业课程建设的整体构想 

根据国家高等教育专业调整要求，按照国家教 

育部、建设部及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学计划修订 

的意见，并参考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评价指标体系， 

针对 目前土木工程专业课程存在的问题，应当首先 

进行课程的优化整合，以构建厚实公共基础和宽阔 

的专业课平台。 

1．课程设置的整合。对土木工程专业中共性很 

多的课程可以采取归类、分段教学，组合新的课程体 

系。总体思路是：①归并内容重复较多或区别不大 

的课程；②对课程分段教学 ，将基本理论与专题内容 

分开，要求学生必修基本理论，方向选定后，按专业 

模块再深入学习；③在优化教学内容基础上，合理确 

定课内学时，留给学生较多 自学及拓宽知识面的时 

间。 

2．课程建设。课程建设是学校教学基本建设中 

最基本的工作之一，是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结合 

土木工程专业特点，课程建设应厚基础 ，重系列课程 

建设。①力学系列课程建设。土建类力学课程包括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与有限元。 

过去各门课独立教学中重复内容较多，经过优化教 

学内容，进行课程重组，从而解决以前分割、重叠问 

题，形成新的力学系列课程。②设计原理系列课程 

建设。将建筑结构、给排水结构、水工结构、桥梁与 

隧道等专业与土建相关的设计原理整合，实现基本 

设计原理与具体结构设计分段教学，形成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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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专业基础公共平台。③土木工程计算机系列课 

程建设。公共基础课中的计算机概论、计算机软件 

基础，专业基础课中的计算机绘图、计算机辅助设 

计，专业课中的结构矩阵分析等课程可以作为系列 

课程建设。④专业方向系列课程建设。在专业平台 

上，许多院校建立的专业模块有 ：建筑结构工程、桥 

梁与道路工程、岩土与地下工程等。如建筑结构工 

程方向的混凝土结构系列课程可以包括 ：钢筋混凝 

土结构设计、工程结构抗震、高层建筑结构、给排水 

工程结构、水工钢筋混凝土结构等课程。钢结构系 

列课程有：钢结构、高层钢结构、钢结构稳定、轻型钢 

结构、大跨度钢结构、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等课 

程。专业系列课程建设中同样应进行课程内容的优 

化，具有共性的课程内容可划归专业基础系列课程 

或一次安排讲授。⑤其它课程建设。增加人文、社 

科类及基础课的比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开设市 

场急需的活跃专业方向的课程，为要求拓宽知识面 

的学生创造条件；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 ，如 

在教材建设中，注意收集整理实践教学中对理论教 

学有益的影像资料，丰富教材资源，提高教学效果。 

2l世纪的竞争重点不再是 自然资源的竞争，而 

人才的竞争，人才将是创造价值的决定因素。高等 

教育内容的改革、优化和课程体系建设将是一项长 

期的艰巨任务，广大教育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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