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互联网技术自1969年于美国军方诞生以来，以

其独特方式在世界飞速传播，并于 20世纪 90年代

初开始广泛应用于人们的学习和生活，人们的思维

方式、行为方式也随之改变。移动互联网技术是将

互联网技术与移动通信技术有机结合的产物，随着

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已渗

透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思

维和行为方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

用将开创人类社会新纪元的说法毫不夸张。土木

工程专业是一门技术性和应用性非常强的专业，随

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在知识体

系、能力素质和工程素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尽管众多教育工作者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实习进

行过探索并实践，但在传统模式下，这些模式越来

越难持续。在移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如何将移动

互联网技术科学地应用于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培

养，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本文就移

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土木工程专业远程实习的模

式的进行探讨，并将探讨思路应用于西昌学院土木

工程专业学生实习，效果初显，期待本文能抛砖引

玉，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在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

方面发挥到最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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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将移动互联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应用到教学中，将是教育教学的二次革命。在国家大力推广“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充

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的特点，结合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实习的特点，推广使用微信、APP客户端等移动互联网新生事物进行土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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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quality and effect of practice.

Keywords: Mobile Internet; civil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practice

收稿日期：2017-10-30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基于海绵城市的西昌绿色生态城市公园设计研究（17ZB0403）。
作者简介：何茜（1983— ），女，四川西昌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土木工程与工程管理。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第32卷第1期

2018年3月

Vol.32，No.1

Mar.，2018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32卷

1 移动互联网和移动学习的特点

1.1 移动互联网的特点

移动互联网技术与传统的互联网技术不同，主

要由移动通讯网络（包括WiFi设备）、云端服务器、

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移动智能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

构成，用户使用智能终端设备进行信息互通，已成

为互联网的重要入口渠道[1]，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

移动互联网具有广域性的特点，人们时时处处都生

活在移动网络的环境下，每一个新闻事件都可能被

立即上传到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平台，每一个社会

热点都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传播；二是移动互联

网具有“被强制性”的特点，在智能手机人手一部的

时代，只要铃声一响，我们都会潜意识地翻开手机，

查看新的讯息，与传统移动通讯时代查看短信息远

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不吃饭

可以忍受一天，没有手机就感觉浑身不自在的说

法；三是移动互联网具有永远在线的特点，传统互

联网依靠 PC 实现人机对话，当 PC 关闭，用户即离

线，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可以做到 24小

时在线，新的信息可以做到及时提醒；四是移动互

联网具有占用用户碎片化时间的特点，众所周知的

央视新闻联播前后的广告费用以毫秒计算，从侧面

反映了黄金时间对传统信息传播的重要性，而移动

互联网时代，用户随时随地携带着智能手机，可随

时随地查看讯息，可以将吃饭、上厕所、乘车等碎片

化时间用来查看讯息；五是移动互联网具有便携性

的特点，除了人们的睡眠时间，智能手机一般都伴

随在主人身边，这一特点决定了使用智能移动终端

进行信息交流远比 PC 设备方便；六是移动互联网

具有用户定位的特点，利用智能手机的北斗或GPS

定位功能，可随时随地查询用户位置信息。

1.2 移动学习的特点

移动学习是一种在移动设备帮助下的能够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生的学习，移动学习所使用

的移动计算设备必须能够有效地呈现学习内容并

且提供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双向交流[2-3]。基于移

动互联网技术，移动学习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移动

学习具有随时随地学习，不受时空限制的特点，学

生的学习时间、地点和方式可自由掌握；二是移动

学习具有琐碎时间学习的特点，学生利用琐碎时间

接入互联网，对感兴趣的某个知识点进行系统学

习；三是移动学习可以满足不同需求的学习，移动

互联网具有双向沟通的功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可随时向老师在线提交学习过程中的困惑，老师也

可随时随地为学生解惑；四是移动学习具有远程教

学的特点，可消除性格内向学生在面对面学习时的

心理恐惧。

2 土木工程专业实习教学现状及存在问题

现行实习教学模式虽在培养应用型人才实践

动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已完成了历史使命，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行业的发

展，土木工程专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

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现行实习教学模式已远远跟

不上时代的步伐，弊端越来越凸显。

2.1 实习基地的可持续性差

高校在选择实习基地时，一般将实习基地的代

表性、企业和一线工程师的支持程度、与学校的距

离、食宿便利等作为优先考虑对象，这便于对参加

实习学生的管理。专业教师在联系实习基地的过

程中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实习

基地的工程项目涉及的工种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和代表性，因此，可供选择的实习基地工程项目在

数量上非常少；二是实习学生并不能为企业创造价

值，且存在影响工程进度和工程安全的风险，因此，

企业并不愿意接收实习生到施工现场实习；三是一

线工程师在指导实习生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且得不到相应的报酬，加之影响施工，因此，一

线工程师并不愿意指导实习生；四是专业教师理论

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重，联系实习基地的时间和精

力不够，加之与教学和科研相比，联系实习基地工

作体现的绩效工作量较少，因此，专业教师与实习

基地沟通和协调的积极性不高；五是符合实习条件

的工地往往离学校较远，交通、食宿等后勤保障工

作较困难，组织学生到实习基地难度较大。因此，

在实际工作中，要找到合适的实习基地非常困难，

即便是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的实习基地，其所在项

目也只能满足一、两个年级的实习需要，待项目结

束，该基地即宣告解散，所以实习基地的可持续性

较差。

2.2 教学内容与实习内容不一致

专业教师按照既定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组

织教学，这在理论教学的组织上没有问题，但在实

习教学过程中往往存在脱节的现象。建设工程项

目影响因素多且复杂，受环境、季节等因素影响，有

时为了工期的需要，需要全天24小时施工，因此，学

生到工地实习时，既定的实习内容与工地施工内容

往往不协调，且学生受教学计划的限制，实习时间

较短，而工地施工时间较长，在实习过程中，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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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工程的全部环节。这一现象还造成很多毕业

生到工作岗位后，还得跟着一线工程师实习一、两

个项目后才能独立开展工作。

2.3 指导教师数量不足、工程能力不强

近年来，土木工程行业迅猛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量大，由于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就业率高，土木工

程专业持续火爆，愿意报考的学生非常多，学校在

考虑综合发展的基础上，不得不多招收土木工程专

业学生，大量的优秀高中毕业生选择报考土木工程

专业，为专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按照

教育部本科评估师生比 1:18的比例，每 180名学生

需要配备 10名专业教师，与此同时，在土木工程行

业，愿意从事教师行业的非常少，专业教师的配备

在数量上已非常拮据。虽然从学校到二级学院再

到教研室都十分重视学生的生产实习环节，针对每

届学生的具体问题设计专门的生产实习方案，但能

够深入一线带队实习的老师较少，加之高校教师大

多是从高校到高校，虽然理论知识丰富，但工程实

践经验非常欠缺，真正参与过一个完整工程项目，

且能带队实习的老师少之又少，每届学生的实习质

量和实习效果显而易见。

2.4 实习经费捉襟见肘

专业教师在制定实习教学计划时，主要根据实

习要达到的目标而制定，在实习经费的预算上，一

方面要受到学校经费使用条款的限制；另一方面，

在学校现行体制下，制定好的经费预算一旦确定，

便很难更改。因此，实习经费预算多年不变是当前

很多高校的常态。随着物价上涨，差旅费、住宿费、

餐饮费也在随之上涨，本已拮据的实习经费已不适

用当前实际条件，加之校外实习基地一线工程师的

课时津贴相比几年前已大幅度上涨。因此，为节省

经费，很多高校不得不以牺牲实习质量为代价，改

变实习地点，甚至减少实习次数，缩短实习时间，将

实习改为参观等，这些做法与提高教学质量是背道

而驰的[4]。

3 移动互联技术在土木工程专业实习教学中
的应用探索

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PC+投影仪”为代表的

多媒体教学方式就广泛地应用于教育教学，在这个

阶段，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学录像等对土木工程专

业的实习教学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互联网

在教育教学中的进一步使用，衍生出众多的教学门

户网站、精品课程网站，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方式

随之改变，因此，“PC+投影仪”为代表的教学模式可

算作教育教学的第一次革命。随着移动互联网悄

然进入我们的生活，人们的日常行为方式也随之改

变，因此，将移动互联网应用到教学中，将是教育教

学的二次革命。因此，在国家大力推广“互联网+”

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的特点，将移动

互联网技术应用于教育教学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

3.1 微信远程教学模式

目前，全国超过 5亿人在通过微信进行信息交

流，在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群体中应用最广

泛，微信远程教学模式正是通过微信的语音短信、

视频和文字功能进行土木工程专业实习阶段的教

学，将微信这一移动互联网新生事物变成实际的教

学工具，达到提高实习质量和实习效果的目的。

3.1.1 利用“微信朋友圈”，实现实习远程教学

在实际应用中，以专业班级或实习小组为单位

建立“微信朋友圈”，同时将一线工程师和专业教师

加入微信朋友圈，一方面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通过微信语音短信、视频和文字功能实时发

出，一线工程师或专业教师在第一时间解决，其他

同学遇到的相关问题，无须重复解释，当遇到特别

困难的问题无法通过远程交流时，再由专业教师或

一线工程师与学生面对面交流[4]；另一方面，一线工

程师或专业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可将实际工程中具

有代表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通过微信朋友圈第一

时间发布，学生可在第一时间学习到最新、最专业、

最生动的实际工程案例；再一方面，通过学生在微

信朋友圈内的动态，考评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一

线工程师或专业教师在微信朋友圈提供的工程案

例和对学生所提问题的解答考核工作量。因此，将

微信朋友圈原有的以交流娱乐信息为主的平台变

成学生实习教学平台，实现远程教育的目的是完全

能够实现的。

3.1.2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实现实习远程教学

在实际应用中，以学科专业为单位建立微信公

众平台，一方面一线工程师或专业教师将实际工程

案例、教学课件、工程一线动态等教学资源在微信

公众平台发布，学生可在第一时间学习到本专业最

新的前沿知识；另一方面，学生可随时在微信公众

平台，对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困惑，通过微

信，由一线工程师、专业教师或相关专家及时解答。

3.2 App客户端远程实习教学模式

App客户端是指在智能手机系统上运行的应用

程序，全称为Application。目前应用较广泛的智能

手机平台主要有 Apple 公司开发的 Mac OS X，

何 茜：基于移动互联网土木工程专业远程实习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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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公司开发的 Android，Microsoft 公司开发的

Windows Phone，Research In Motion 开发的 Black

Berry OS，其中在国内应用最广泛的是Mac OS X和

Android。利用App客户端进行远程实习教学，即在

智能操作系统平台开发适合土木工程特点的应用

程序，实现土木工程专业实习教学所需的任务。

3.2.1客户端的主要功能

客户端主要由教师端、学生端和管理端构成。

一是教学资源的发布和学习，教师将学生实习所需

的教学资源在教师端发布，学生通过学生端及时学

习，教师可对学生未进行学习的内容实时监控；二

是教师和学生在线互动，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或困惑及时向老师咨询，教师进行解答；三是

实习成果的提交，学生实习结束后，将实习报告等

内容在学生端上传，教师可及时查询学生的实习报

告；四是实习效果的评价，教师通过教师端实时掌

握学生动态，及时对学生的实习效果给予评价，对

学生未处理的及时提醒；五是实习质量的监控，教

学管理部门通过管理端，实时监控教师发布的教学

内容、学生的学习动态、教师对学生所提问题的解

答、教师对学生实习效果的评价。

3.2.2 App客户端与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平台的比较

App客户端、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平台都能实

现教学资源的发布、学生及时学习和教师与学生互

动交流的功能，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平台直接使

用腾讯公司开发的微信即可，App客户端需要单独

开发。App客户端具备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平台

不具备的功能，一是实现对学生的实习状态进行监

控，教师可利用App客户端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实时

监控，对所发布的工程案例、教学课件和工程一线

动态等教学资源的学习状态进行监控，学生是否学

习了，学习的效果如何等问题进行实时掌握和督

导；二是实现对教学质量监控，教学管理管理部门

对教师的教学状态和学生的学习状态进行实时监

控；三是实现实习效果的无缝对接，教师对学生实

习效果的评价结果可与教务系统对接，做到实时、

准确；四是实现学生实习动态的定位，学生的实习

一般都远离学校，这是长期以来教育管理者和教师

最困扰的问题，也是实习能否保障教学质量最大的

问题，教师可通过智能手机的远程视频功能和GPS

定位功能实时掌握学生实习动态。

4 结语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移动互联网的大时代，在移

动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将移动互联网的思维运用于

学生的教育教学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思

考和探索的。西昌学院作为西部地区一所新建本

科院校，以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一线

所需要的应用型复合人才为己任，长期坚持实施

“本科学历（学位）+ 职业技能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模式，对土木工程专业提出了“培养基础实、口

径宽、素质高、能力强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的人才培

养目标，要求学生在勘察、设计、造价、施工、监理等

建设工程领域全过程具备工程系统分析和独立解

决技术问题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本文的研究思路

和成果应用在西昌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实习环节，

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平台功能应用于实习的模

式已在 2011 级和 2012 级土木工程专业学生中应

用，获得学生和老师的一致好评，App客户端正在开

发中，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现阶段的土木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

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

对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用人单位对

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要求是“下得去，用得上，干得

好，留得住，上得来”，因此，高校必须对土木工程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探索和改革，在移动互联网的大背

景下进行思维创新，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模式才能

不断完善，才能适应社会和行业对人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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