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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木工程概论》是土木工程专业的入门课程，对学生全面深入地了解土木工程专业至关重要。随着时

代的进步，传统的教学内容及模式需要及时革新以适应土木行业的发展需求。从地方高校《土木工程概

论》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师资等方面存在的关键问题入手，在思政、线上线下、实践、团队、

导师以及评价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旨在激发学生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兴趣以及课程的参与

感，并为同类课程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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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o Civil Engineering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for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civil engineer-
ing majors. Traditional teaching content and mode should adap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civil 
engineering indus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Starting from the critical issues prese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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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content, instructional methods, and faculty of the “Introduction to Civil Engineering” 
course at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series of reforms and practic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across various domains, inclu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line and offline initiatives, 
practical activities, team building, mentorship program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It is designed 
to foster students’ interest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ourse, while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simila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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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受房地产行业下行的影响，土木工程及相关专业面临招生和就业的双重困境，进入 2024 年，整个社

会尤其是网络上唱衰土木的声音不绝于耳，土木工程专业的转专业人数屡创新高，部分高校甚至选择直

接停办土木工程专业。究其根源，主要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建筑业的高速发展掩盖了土木工程专业人才

在创新能力以及跨界融合能力方面的不足，难以适应常态化下的土木工程行业发展现状，这也从侧面反

映了当前地方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已经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缺乏前瞻性，人才培养同质

化严重，缺乏自身特色以及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大量学生及其家长对土木工程专业的认知存在偏差，

认为土木工程就是简单地建房子，殊不知，土木工程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土木工程概论》

作为土木工程专业的入门课程，对学生全面深入了解土木工程专业至关重要，在土木行业下行的新形势

下对该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势在必行。通过对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改革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改革内容主要

依托“大土木”、“大类招生”等背景，改革内容主要涉及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以及课程思政

等方面。比如，部分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相关学者基于大土木或大类招生背景对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改革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在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1]-[3]。随着课

程思政在高校的不断推进，部分学者以土木工程概论课程为载体，积极开展了课程思政方面的教学改革

与实践工作，内容涉及思政元素挖掘，案例分析，专业教育与思政融合等方面[4]-[7]。上述研究均一定程

度上指出了如今土木工程概论课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和改革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当前地方高校土木工程概论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内容繁杂，学时较少 

随着“大类招生”及“大类培养”模式的不断推广[1] [3]，现阶段各大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通常采取

大类招生，即学生入学时统一按照“大土木”进行招生，不分专业方向，在大二时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以

及专业相关规定选择相应的专业方向，比如建筑工程方向、交通土建方向、地下空间与工程方向等[8]。
由于“大土木”涉及专业方向众多，且不同高校开设的专业方向侧重点不同，因此《土木工程概论》课程

内容非常繁杂，加之学时有限(通常 16 课时)，难以深入展开讲解，导致学生在短时间内很难对土木工程

专业有比较系统和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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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方式单一，脱离实践 

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将《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所涵盖的内容传递给学生，对青年专业教师而言是一

项极具挑战的任务。青年教师通常缺乏工程实践经验，在教学过程中对大一新生的实际情况、学校自身

专业的特点以及教材的选用等方面欠缺思考，往往都是照本宣科，纸上谈兵，缺乏实践的单纯的文字描

述难以激发学生对土木专业的热情。这也是导致部分学生抛弃土木工程专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2.3. 师资薄弱，产学研不足 

地方本科高校出于招生和转型发展的需要而开设土木工程专业，通常缺乏专业底蕴，尤其体现在专

业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比如专业教师基本都是刚刚毕业的博士甚至硕士，尽管具有较高的学历，但是在

工程实践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土木工程专业作为典型的应用型专业，其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至关重

要。此外，新开设的土木工程专业与相关企业缺乏联系，尚未形成较为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学生实践

通常都是临时联系和安排，缺乏长效机制，产学研方面更是流于形式，难以落地生根。 

2.4. 缺乏思政，认同感差 

由于《土木工程概论》课程内容繁多，加之学时有限，青年教师在短时间内难以深入挖掘土木工程

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与课程中涉及的专业知识进行深入融合，只能象征性地通过一些土木工程设施

相关的视频、图片等资料进行一些肤浅的思政教育，对这些土木工程设施背后的故事及红色精神缺乏全

面深入的理解，所谓的课程思政只能浮于表面，难以深入人心[7]。 

3.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改革具体措施 

3.1. 优化内容，融入思政 

首先对目前较为经典的土木工程教材进行对比分析，同时结合本校的土木工程专业定位以及特点自

编教材。自编教材在经过高校以及行业相关专家审核后方可作为授课材料使用，自编教材一方面包括土

木工程概论的经典内容，同时结合近十年来土木工行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将一些土木工程相关的新成

果(如高铁、桥梁以及隧道等方面)纳入其中，此外，在土木工程行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优

秀专家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比如，钱塘江大桥，川藏铁路等，这些生动的工程案例就是最好的思政元素，

也是激发学生对土木工程专业兴趣和热情的重要源泉。 

3.2. 开发线上，丰富资源 

由于土木工程概论课程学时有限，为了便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加深对土木工程专业的了解，利用超

星网络教学平台构建了土木工程概论线上课程，该线上课程不是简单的将线下的一些教学大纲、教案、

课件以及教学视频等资料机械的上传到网上，而是在线下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融入科普性的知识以及标志

性土木工程背后的历史故事，结合相关的讨论启发学生的思考，从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创新思维。 

3.3. 实习引领，拓展认知 

传统的土木工程概论教学大多以纯课堂理论讲解为主导，尽管在教学过程中也会涉及一些具体的图

片、视频等案例，但是终究没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体会深刻。然而，土木工程专业认识实习安排较为

集中，加之学生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储，认识实习基本就是流于形式。 
为了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土木工程，不在片面的将土木工程与房地产挂钩，构建了土木工程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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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土木工程专业认识实习联动的教学模式，将认识实习穿插于土木工程概论的教学过程当中，比如

讲解完土木工程材料，则组织安排学生到建材市场开展关于土木工程材料的认识实习，了解常见土木工

程材料，如水泥、钢筋、石灰、砂石、混凝土等；讲解完建筑工程、桥梁工程、交通土建工程等内容之

后，则组织安排学生到相关的工程现场进行相应的认识实习，对具体工程的基本结构以及建设流程有更

加深入的了解，通过课堂教学与现场实践的融合使学生对土木工程专业有更加全面的认知。 

3.4. 组建团队，案例教学 

当前土木工程都是以大类培养，在“大土木”的背景下开展土木工程概论的教学对青年教师来说是

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青年教师在学生阶段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于土木工程专业的某一具体方向上，对于

整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发展缺乏全面的了解。为了讲好土木工程概论就必须集所以专业教师之所长，通过

组建专业教学团队，成员涉及建筑结构、材料、岩土、道路桥梁、地下空间等方向，充分发挥每一位授课

教师的专业优势。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结合土木工程专业重实践的基本属性，以具体的工程案例为载体，

开展案例化教学，具体见表 1。 
 
Table 1. Main Contents of the introduction to civil engineering course and classic engineering cases 
表 1.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主要内容及经典工程案例 

土木工程概论教学内容 经典工程案例 

建筑工程 鸟巢、水立方、上海中心大厦等 

道路与铁路工程 沪嘉高速、京沪铁路 

地下空间 南京新街口地下空间、武汉光谷中心城地下空间、新加坡城市地下空间等 

桥梁与隧道工程 港珠澳大桥、虎门大桥、天山胜利隧道、林家山隧道等 

水利水电工程 三峡工程、佛子岭水电站等 

 
例如，在讲解桥梁工程时，以港珠澳大桥为背景，首先通过播放相关视频，然后结合大学生结构设

计大赛的题目要求让学生分组进行桥梁模型的搭建，激发学生思考如何构建桥梁模型，以“港珠澳大桥”

工程案例为情境导入，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此外桥梁模型的制作过程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学

习热情及团队协作能力。学生在制作模型的同时，老师重点讲解桥梁工程的专有名词和知识，此外，在

模型构建过程中学生还需要考虑实际工况，比如台风、地震、行人车辆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体会到工程

技术严格的标准要求和严谨的科学意识。在学生完成桥梁模型之后，按照结构设计大赛的具体要求对桥

梁模型进行测试，最后依据学生学习过程中表现以及项目的最终成果，进行综合评价。 

3.5. 导师领学，校企联合 

本科生导师制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对提升本科生的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8] [9]。
然而地方高校在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形式大于内容、选择及保障措施不健全等突出问

题[10]。为了确保本科生导师制真正落到实处，有效推动本科生的质量提升，在借鉴国内外本科生导师制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具体现状，同时联合相关校企合作单位构建校内校外双导

师制，校内导师侧重于学生理论方面的指导，校外导师则侧重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实现土木工

程概论理论教学与认识实习的有效结合。以土木工程概论中的土木工程材料(混凝土)为例，校内导师主要

结合混凝土相关的课题，以学术讲座或具体实验的形式为学生进行讲解，校外导师则结合具体的工程实

践，通过实操带领学生具体了解混凝土是如何制作并用于实际工程中的。校企联合以及双导师制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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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同样会面临走形式、教学内容及时间安排冲突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为此，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整

个教学进度采取动态调整的方式进行，校内和校外分别指定一位导师负责双方教学内容以及时间安排方

面的对接，并将教学安排前置，提前一周沟通好具体的教学任务及时间安排，为了提高双方导师的积极

性，学院和企业均将此项工作纳入个人考核的重要指标。 

3.6. 科学评价，强化过程考核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考核通常采取结课论文或是考试的形式进行，以课程论文的形式进行考核通常缺

乏科学的评价依据，主要是学生刚进入大学还没有经过规范的学术论文方面的培训，课程论文的写作还

是延续高中写作文的模式，甚至有部分同学直接从网上下载抄袭。以考试的方式进行课程评价则往往忽

略了对学生在整个课程学习及相关实践过程中的考核。为此，将课程考核进行改革，降低结课论文或考

试所占的比重，由之前的 70%降低为 50%，平时成绩由 30%降低为 20%，将其余 30%作为过程性考核成

绩，主要由任课老师、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评定，各占 10%，评分的依据侧重于学生的实践能力，

比如围绕一些工程问题进行的讨论分析，参与导师相关学术讲座及课题研究情况，在工程现场的一些实

际操作能力等。通过加强过程性考核，一方面有助于强化学生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推动

校内外双导师制的实施。 

3.7. 教学改革前后效果对比 

在教学改革之前主要采取传统单一的教学及课程评价模式，主要以课程论文的形式对学生学习效果

进行评价，其结果并不理想，超过 50%的学生在课程论文的格式方面存在问题，学生的平时表现成绩基

本相同，没有将过程性考核纳入其中，按照等级制考核结果就是超过 80%学生的成绩基本都是良好，优

秀和及格基本各占 5%左右。此外，学生基本没有参加过省级和国家级的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这一土木工

程领域的重大赛事，老师的指导积极性也不高。在实施课程改革之后，课程更加注重过程性考核，学生

以及老师参加结构设计大赛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近三年在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中获三等

奖一项，安徽省大学生结构设计大赛中获得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四项。通过一系列的改革

措施后，部分优秀的学生能够脱颖而出，大部分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升。 

4. 结语 

《土木工程概论》是土木工程专业学生了解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教学内容丰富且繁杂，

因此，需要根据土木工程概论课程的基本特点，采取“团队化”教学模式，与此同时，结合土木工程建设

特点，选取不同领域(如房屋建筑、公路桥隧、地下空间等)的专题化教学。通过工程案例讲座教学，一方

面有助于解决每个专题信息量大、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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