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计划在新建600多所本科高校中实现高

校大调整，设立部分应用型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

上更应注重实践性。社会发展需要的土木工程专

业人才主要以应用型人才为主，突出土木工程专业

应用性是办学根本立足点[1]。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

的推进，土木工程专业迎来了难得的机遇的同时，

也面临诸多挑战。目前全国土木工程专业在校学

生人数已超过22万，一方面社会发展对人才知识、

能力、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

一方面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能力、动手能

力、管理能力和社会能力还有很大差距[2]。应用型

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赋予了土木工程专业高

度的专业性、实践性、综合性和社会性，其中实习教

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土木工程专业实习是学生从课堂到工程一线

的一个重要实践教学环节，是对理论知识的“知行

合一”的检验和应用。实习能有效地反哺理论教

学，通过综合应用各种专业知识，巩固和加深课堂

教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应用能力、分析解

决问题及岗位适应能力的能力，增强对土木工程专

业感性认识。实习中能掌握工程中的新工艺、新技

术、新设备、新方法、新材料、新管理，熟悉各种法规

和规程，培养团队协作的合作能力，能为后继课程

的学习和随后的工作奠定基础。然而土木工程专

业实习较其他专业实习，具有实习条件艰苦、工程

应用性强、工程进度和教学进度难以同步、实习工

程现场存在安全风险等鲜明的特点，因而目前土木

工程专业实习存在来自高校、企业和学生等方面的

诸多不足。分析问题才能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以

培养目标审视实习目的、评价实习效果、探讨实习

模式，达到回归工程实际，培养高素质、强能力、会

做事、懂管理的应用型人才，是实习教学的根本目

的。

1 现实存在的问题
土木工程专业实习存在诸多方面问题，主要涉

及学校、企业和学生等层面。

1.1 高校层面

（1）管理方面

大量扩招导致专业布局在区域上不尽合理，施

工单位难以容纳实习学生，甚至几个异地高校实习

学生同在一个实习单位。在产学研合作上，实习实

践基地建设滞后、长期稳定合作基地数量少、实质

性的双赢合作程度低，导致实习单位少、实习单位

联系困难，学生真正参与生产的机会少。存在重理

论轻实践的倾向，实习指导教师工程背景浅、数量

少，导致指导和管理很难到位、实习存在潜在的风

险。实习考核缺乏客观性、科学性，简单以实习表

现和实习报告作为评价指标[3]。

（2）安排方面

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实习工种种类繁多、集中

安排实习时间短；相对工程进度和工期而言，实习

内容较单一，无法对工程全过程和全部工序进行较

为全面的实践；同时受实习经费、实习地点、指导教

师、实习时间等的局限性，很难保证实习时间、内容

和效果[4]。

（3）经费方面

人才培养方案中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学时分配

与实际经费比例失调，实习经费不足，实习待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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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大，特别面对校外人员在实习过程产生的

费用，如讲授费、管理费等，财务手续繁琐，极大降

低了指导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4）教师方面

学生多和指导教师少，是实习教师队伍的突出

问题。高校青年教师一般都是直接从课堂走向讲

堂，备课上课、提高学历及职称晋升的压力，无暇进

入工程一线，工程实践经验缺乏，难以胜任实习指

导任务；即使有工程背景的教师，要么受利益驱动

不愿从事教学工作、宁愿选择研究工作；要么由于

实习待遇低、风险大而摆资格，不愿下工地。

1.2 企业层面

（1）安全风险

毋庸置疑，要企业单位非常乐意地接受没有施

工经验和安全培训的学生实习是不现实的，安全风

险是企业接纳学生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在安全

责任重于一切的工程现场，如何规避工程单位接纳

学生实习的风险、降低学生实习对施工单位生产和

管理的影响，是高校面临的困惑和不得不解决的问

题。

（2）生产影响

从责权利博弈分析，施工单位接纳实习生的积

极性不高是理性选择。以盈利为目的、追求利润合

理最大化是所有企业的终极目标。学生不是熟练

的技工，也不是精通业务的技术人员，实习是一种

教学和学习，对工程单位的安全、管理、生产甚至商

业秘密等，尤其在一些关键部位施工中赶工期，无

不产生影响，对施工单位弊多利少。

（3）接纳能力

高校盲目的扩招，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国家宏观

政策的调控，新办土木工程专业的高校如雨后春

笋，导致专业布局的区域失衡，因而形成施工单位

接纳实习的能力下降的现实。特别在经费人员不

足、无法也不愿意选择多点小组实习的情况下，一

个几十人的大班，就一二个小组，只能就近选择一

个实习单位，使企业的接纳能力更加紧张、管理上

更加复杂。

1.3 学生层面

（1）认识上欠缺

学生对实习重视不够，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校管

理，特别是教师对实践教学的态度和考核标准。往

往实践教学课程的考核，学生只要参加便合格。这

种思想恰恰感染了学生，不理解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以及事先要做得准备工作，抱着新鲜感和参观旅游

的心态去实习，从思想上没有认识到实践锻炼、理

论联系实际的难得机会。

（2）实习中懒散

思想决定行动，由于对实习的不重视，实习中

做什么、怎么做，非常茫然。同时在吃苦耐劳、勤学

好问、团队协作、动手创新、应用分析等方面，表现

不积极，新鲜的看在前面、动手的躲在后面、要问的

留在心里、要想的丢在旁边、要写的推给别人，由于

实习分组组员多，实习报告一抄了之。

2 多元化实习教学模式的构建
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主线，以思想教学和责

权划分为保障，以管理、考核和监控为制度，以拓展

实习基地、建立实习平台、实行单独设课、建设教师

队为措施，坚持五种实习方式结合，建立一个主线、

二道保障、三项制度、四条措施、五种方式“五维一

线”的多元化实习教学模式。

2.1 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思路决定出路，理念引导决策。目前高等教育

已从精英教育发展大众化阶段，特别对以培养应用

型人才为主的土木工程专业，更应满足多样化社会

需求，要不断转变思想和观念，适应区域经济发展，

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构建多样化的高效实习模式，全方位确保人才培养

的应用能力和有效社会服务功能。

2.2 加强思想教育, 厘清责任

实习安全关乎学校、企业、学生等方方面面, 为

确保安全实习，必须加强安全教育, 厘清责任。

（1）加强思想教育

课堂和工程现场有天壤之别，实习前开好动员

会，通过专题讲座讲清实习各项安全纪律和管理制

度, 强化学生实习的主动性和安全意识[5]。应使学

生对实习工程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以及目的、任务、

计划、流程、组织及考核，有清醒的了解和准备，强

化学生勤学好问、吃苦耐劳、勤做记录、团队协作的

思想。

（2）厘清责权

基于“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构建完善的责

权体系。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合理激励机制，在

利税、资质、荣誉等方面鼓励企业接纳高校实习学

生[6]。高校可通过设立专门实习管理机构、选派专

职指导教师、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加强学生风险意

识和安全教育等方式，规避工程单位接纳学生实习

的风险、降低实习对施工生产和管理的影响，保证

实习顺利开展。实习学生及家长，对安全实习安全

风险应予理解，签订责任书。因此企业单位提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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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岗位、笑纳学生实习必然理所当然，甚至对表现

优秀的学生，可以考虑提供就业岗位和签约。

2.3 健全完善的实习管理制度

设立管理、运行、教学、监控和评估的实习管理

机构，对实习基地、实习计划、实习经费、实习教师、

实习过程、成绩评定、实习评估，实行学校、教务处、

院系及实习单位四级综合管理，制定相应完善管理

制度[7]。建立学校与企业的双重管理与指导的“双

导师制”、学校和实习单位的双重考核的“双考核

制”、学校实习管理机构与学校指导教师及企业指

导教师共同监控的“三监控制”，加强对实习全过程

的管理[3]。

2.4 制定科学的考核制度

考核方法应系统、全面、客观、公正、严格地涵

盖实习平时表现、实习报告、答辩、实习单位意见等

方面，并制定定量标准。及时召开实习总结会, 让

学生汇报实习体会和收获，了解学生的实习状况,

真正地将实习实践教学从单纯的感性认识上升为

理性认识。对不及格的学生，制定相应补实习的办

法。

2.5 构建规范的实习教学监控制度

构建由学校、教务处、院系、学生及实习单位五

级综合评价体系，对实习条件、实习质量、过程管

理、结果评价进行监控，落实条件监控、过程监控、

效果监控[8]。

2.6 积极拓展稳定的实习基地

充分发挥校友会、师生、科技合作等社会资源，

积极探索开展科研合作、实际参与、共建开发、互惠

互利、优势互补等产学研合作模式，拓展满足实习

教学数量要求的多个稳定基地。明确合作教育中

学校是主导方、学生是主体方、企业是保证方。工

程单位利用学校资源开展研发、提供实习和就业岗

位，学校通过价值补偿[9]，依托工程单位培养人才，

建设工程实习基地，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

现学校、学生、企业“三赢”。

2.7 建立信息化虚拟仿真实习平台

对于解决土木工程施工周期长、教学进度与施

工进度难以同步、施工的全过程无法在实习时间内

完成，建立信息化虚拟仿真实习平台，无疑是既经

济又实效的方法。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影像视频、

软件模拟，录制不同类型工程、不同施工环节的数

字资源，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进行室内模拟实习、

实习基地当班顶岗[10]，是拓展实习的另一有效渠道。

2.8 实行实习单独设课

传统教学的实习课都是相应理论课老师负责，

限于实习条件，多数实习课沦为理论课的附属，教

师的被动性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为落实

以实践教学环节彰显人才培养特色，参考美国、日

本等国外做法，将实践课单独设课、单独计算学分，

实践课与理论课一样，成为独立的课程体系，对教

师形成触动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能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的兴趣。

2.9 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应以服务地方经济为任务、以行业企业需求为

导向、以工程应用为目标, 加强行业企业合作，发挥

人才优势，建设一支人员稳定，结构合理，融职业精

神、专业技术、管理水平于一体的高水平“双师型”

实践教学教师队伍[11]。努力实现教师队伍的专业化

和工程化，建立理论课教师“双证制”的准入机制，

学校要从政策上鼓励教师走出去, 接受培训、挂职

和训练，把工程实践中最新的技术和理念带入课

堂，并更好地指导实习。把“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摆

在专业建设的重要地位，建立“双师型”教师认证制

度，做到“双证”向“双会”（会讲课、会解决实际问

题）。联合实践教学基地，实行人才双向交流，坚持

以培养为主、专兼并举、培养与引进结合的原则，同

时从经费上着实解决好实践师资力量薄弱、缺编、

待遇较低等问题。

2.10 坚持灵活多样的实习方式

根据实际情况，坚持多工地、分时段、多手段灵

活多样的实习模式。既可以是实地实习，也可以是

仿真和多媒体实习等多种形式[12]。

（1）集中实习

这是一种传统的实习方式，学校统一落实实习

单位、统一选派指导教师带队，统一学生集中进行

实习。该方式管理方便，但针对性和灵活性差。

（2）分散实习

学生根据就业岗位、专业相关知识等实际需

要，自行联系实习工地。该方式能增强实习的针对

性，但是管理难度大，教学质量不易把控。

（3）课外及假期社会实习

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周末课外时间，随课程教学

进度就近实习，或充分利用较为充足的假期，在课

程教学完成后及时安排实习。这种实习形式能充

分让学生根据理论教学的进度，合理而完整地随工

程进展得到实际训练，及时消化专业理论，加强工

程技能。

（4）委托实习

学校根据学生实际专业需要，通过协商，将学

生分别安排到各实习实践合作单位工地、委托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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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合作单位并全面指导，学校指派实习教师定时

定点检查，协助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和技术指导。

该方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容易管理。

（5）科技创新实习

对科研创新能力强的学生，在科研经费充足前

提下，由项目负责老师指导，可将实习、生产与科研

结合，生产第一线进行。该方式能有效的将理论与

实践很好地结合，但实习容纳人数规模有限。

3 结束语
时势造英雄，国际国内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给予了土木工程专业无与伦比的机遇，同时也应意

识到过度扩招与现实总体市场的矛盾，但在博弈过

程中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还任重道远。如何抓住

机遇、顺应时势、服务社会、面向未来，培养真正下

得去、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上得来的应用型人

才，只靠课堂教学是永教不出来的，也是无法实

现。必须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特别是工程实际

实习有机结合起来，立足各自的地域优势特色和校

情，不断改变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积极探索各

种有效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利于实践教学的各种

措施，是落在培养土木工程专业人才高校的艰巨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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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of Five in One

QIAN Bo
(Base Civil Engineering Experiment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 of Sichuan,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

Abstract: It determin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by popularity advance of high education and

reality demand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talent.This paper analyzed problems of practice teaching and constructed

multiple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five dimensions in one centre”,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aspects of high schools, companies and students.The system is consists of one centre,two guarantees,three

regulations,four measures and five modes,which takes application-orientted talent cultivation as centre, thought

teaching and defini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s guarantees , management & assessment&monitoring as

regulations, practice base expansion& practice platform establishment & separately setting courses & teaching team

construction as measures, five practic modes as combination.The system is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which can

also provide helpfu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other engineering major.

Key words:civil engineering major；practice teaching；teaching system；five dimensions in one centre；

application-orientted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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