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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engineering is a civil engineering related major that combines engineering and geology. It has disciplinary 
diversity and practical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nd training.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udents and tak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main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process during the undergraduate stage.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current students and graduates, it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atic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and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practical	teaching,	in	
order	to	form	a	scientific	teaching	method,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bility	and	cultivate	scientific	research	literac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design	of	teaching	systems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ra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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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角度的本科实践教学探究
郑明明   张亚伟   朱成涛   刘喜龙

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是工程与地质相结合的土木工程类专业，其具有学科多样性，在本科教学培养中实践教学是重要部
分之一。论文从学生视角出发，基于在校生与毕业生双重角度，以成都理工大学为例，对本科阶段实践教学过程中所存
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探索建立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以及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奖励机制，以此形成科学化的教学方
式，从而提升学生实践综合能力和培养科研素养，为新时代国家建设中培养高素质专业性人才教学体系的设计提供参考与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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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作为当前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个

工科型专业，具有典型的理论实践相结合的特征，将隧道工

程、地质防灾以及对硐室的勘察设计施工进行结合 [1]，地质

理论基础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综合型应用学科。对学生的实践

能力以及理论能力进行综合培养，提升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工

程实践结合的能力，并将理论知识进行综合运用处理以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2]。随着国家城市化

进程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步伐的加快，对地下空间工程专业

相关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也促进全国各大高校开设城

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目前国内开设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

的高校已有近百所，数以万计的毕业生已从事相关行业，为

中国新时代工程建设事业添砖加瓦，在地下空间工程领域绽

放光芒 [3]。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开设已有数十年，但也只在近

些年才得以迅速发展 [4]，专业建设以及教育积累相较于土木

工程以及地质工程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5,6]。且因该方面教师

资源较少，短时间内难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教育系统体系，

且实践教学中所需依托的平台建设周期较长且资金需求较

大，故众多高校仅局限于理论学习加以现场观察，对实践教

学方面的培养存在一定不足。针对此类情况，论文便基于在

读生以及毕业生双重视角下，对实践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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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提出合理的意见，愿为后面此专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

帮助。

2 本科阶段实践教学的重要性

2.1 提高实践素质，培养科研积极性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属于理论与实践双重结合的理

论实践性工科专业，所需学习的理论知识非常广，实践学习

也是教学阶段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本专业中理论知识的

学习较为宽泛化，与实际工程运用有较大的出入，且难以通

过文字等信息进行描述，故该专业的理论化学习会因缺乏实

践性教育而变得难以理解深入，使得本科生对于理论学习难

以掌握透彻。近几年，考研人数逐年上升，这也凸显了当前

大学生对于科研的一种追求，但科研不能仅靠理论知识进

行，更多的是实践的堆积。而对于工科中的科研，基于的是

实践下对理论的推导以及运用，因此在本科生的实践教学

中，需要提升本科生的实践素质，提高创新能力，引导学生

主动分析解决问题，能够亲自动手去做，不仅只靠理论的研

究与分析，通过理论结合实践，将知识真正理解透彻。并且

在实践教学中，更能让一些尚未触及过的学生在实践中对科

研产生兴趣，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与科研的积极性，在实践

中得到锻炼，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 提升就业能力，减少就业盲目性
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学生面临就业时盲目性强，在就

业选择时不知应选择何样工作，就业需求不清晰，仅通过自

身简单判断以及他人劝说便盲目选择工作，以致就业后后知

后觉导致离职，以及因工作内容不喜爱影响自身发展。而实

践教学更多的是让学生感受到本专业的未来发展，以及未来

所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同时以教学为基础，结合实际工程，

更能让学生感触到专业在实际应用中，有哪些岗位，哪些职

业，并以此提升对自身的认识，清晰认识到自己更喜欢哪些

工作，在未来就业以及发展时，能够更好地选择未来所热爱

的道路。同样，以实际工程结合实践教学，以可视化教育展

现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运用以及实际问题的解决方式，更能

提升在未来面临就业或者科研时，当面试官与考官在提问时

所展现的个人素质，提高自身的就业能力以及科研素质。并

且教师更能在实践教学中因材施教，观察学生对本专业不同

方向的喜好程度以及个人所展现的自身能力，以此制定不同

的培养方案与教育方式。

3 基于学生视角下对实践教学环节问题及意见

实践教学在本科教育阶段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其所包

含的室内试验、现场工程实践、仿真操作等都具有重要的意

义。在开展过程中，往往仅有开展的过程，缺少了很多开展

过后的反馈，导致实践教学在许多年的发展过后没有根据学

生反馈而做出相应调整，有效实践教学在教学中的比重不断

减少，更多的只是浅尝辄止，针对此类问题，以对毕业生以

及在读生的调研询问，在双重视角下综合分析当前实践教学

中所存在的问题。

3.1 毕业生角度下本科实践教学问题及意见
将毕业生分为已升学的毕业生与参加工作的毕业生进

行调研。在对于已升学的毕业生的反馈中可知，大多学生目

前都正在参与科研项目，在研究过程中科研项目大多解决的

是实际工程问题，但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缺乏实际工程中

很多基础知识，而许多基础理论仅在早期理论学习中出现，

遇到实际问题时难以分析解决。所以在科研研究中所需补

充的现场基础知识较多，给其科研过程中增加了一些不便。

针对此类问题，学生提到应当在实践学习中增加一些认识性

活动，在工程实践中对基础的理论知识进行现场展现，并对

在工程中所遇到的基础性问题进行演示讲解，培养一定的科

研基础，提升科研能力。已毕业的学生则提到，因其已参与

工作的性质下，该类同学提出在实践教学中对于现场认识不

足，即使参与了现场工程，但因时间短，且现场工程会因担

心安全问题而不会进行深层次教学与认识，对工程的施工工

艺以及流程难以接触到，在之后参与工作中，曾经学习的知

识难以施展拳脚运用到工作中，而成为零基础状态，在工作

中遇到诸多问题后不知所措，使得自己在工作中处处碰壁。

针对此类问题，学生提出应当增加一些实际工程认识，增加

仿真性学习，在既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又能使得学生对工

程工艺有一个很深的认识。

3.2 在读生角度下本科实践教学问题及意见
相较于已毕业学生，在读生分为未进行实践教学的学

生以及参与了实践教学的学生进行调研。相较于其他学生，

在还未进行实践教学的学生的观点中，其更多的是对实践教

学的一种理想化的设想，希望能够有可操作性强的实践性活

动，不只是简单的认识性实践，期望通过实践教学对自身专

业以及未来自我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想在实践教学过

程中巩固基础理论，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进行穿插，提高

教学质量。已上过实践教学的学生提出，在实践教学阶段，

现场的认识实习较为基础浅薄，对于实际生产中的施工流程

以及原理作用形式缺乏直观感受。同时，数字仿真实验室的

成像效果较差，仅局限于动画形式，仅有简单操作，缺少操

作延展性；在现场实践教学过程中，不同教师授课下的实践

场所、实践内容也不尽相同，导致学习收获参差不齐。

4 本科实践教学效果提升意见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具有典型的工科特色，在本科

实践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也具有鲜明工科特征，且具有的地质

属性又受地理因素影响，针对以上问题，在基于本专业基础

的情况下，提出以下建议。

4.1 构建系统化本科实践教学体系
系统化的本科实践教学体系能够更好地展现专业特色，

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同时也存在着构建过程难、资金消

耗大且维护成本高的问题。构建系统化本科实践教学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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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教学硬件水平仍然是未来必须坚持下去的任务与目标。

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基于学生的角度，在

学生为本的基础之上，根据教学目标、当前社会就业形式以

及当前科技发展状况及时调整实践内容体系；根据理论教学

的顺序以及内容分段合理安排进行不同形式的实践教学，由

浅到深，以科学合理的方法将课堂之上所学知识在实践中运

用。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离不开完善的硬件水平，建立完

善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制度，维护好实验室与教学设备，

减少后续教学过程中的设备故障。当前科技快速发展，电子

设备发展迅速，软硬件更新迭代速率加快，在数字化仿真实

验室的建设中应当对设备的购置以及建设具有前瞻性，充分

了解设备以及未来发展的进程，合理选择设备。

对于实践教学体系中的实践基地建设，应当充分结合

当前社会发展以及政府工作要求，研究好当前政策规划，以

前沿的角度进行实践教学基地规划与建设，适时改变教学内

容以及教学设施，不做一成不变的教学，做到与时俱进，适

时而变，为学生未来进入社会创造基础条件。

4.2 完善配套化实践教学奖励机制
在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中更重要的是学生在教学过

程中的积极性，学生良好的积极性可以更好地促进对教学过

程的推进，更容易提高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理解深度。针对此

方面，应以学生为本建立科学合理机制，即配套化实践教学

奖励机制，以奖励的形式提升学生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在实

践过程中的主动性，更好地推进教学的进行。同时针对教师

也应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考核制度，减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仅以教学任务的形式将教学内容简单地布置，无任何推进性

行动，以致学生仅局限在完成课程任务，脱离实践教学的

初衷。

因此，在针对教师的教学监督制度中，以提高学生实

践学习能力为目标，开展教学研讨会，在教学前合理制定当

学期的教学计划，于教学过程中期进行总结，结合当前教学

情况适当修改后期教学内容形式。并设置年长教师进行辅助

监督，以学生视角感受教学过程，总结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对后面教学进行不断订正，逐步完善教学体系。

另外，从学生出发，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让学生

不再局限于实践教学要求之内的内容，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

教师的科研项目之中，亲身感受科研的环境以及氛围，全方

位培养对科研有兴趣的学生，借此给未来继续攻读的学生带

来锻炼，提升科研素质。并在实践教学内容的基础之上开设

与专业相关的实践性比赛，在比赛中提升学生对专业的认知

以及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并借此发掘学生在专业上属于自己

的潜力，以提升学生对本专业的兴趣以及对科研创新的积

极性。

5 结语

实践作为当前工科本科生学习道路上的重要部分，对

毕业生在未来道路上的发展与选择上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随

着当前城市的迅速发展，针对城市的地下空间开发也变得尤

为重要，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在未来的就业前景也必然是

逐步开阔。因此，在本科教学阶段过程中，实践教学体系的

系统化程度尤为突出，但同时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不应仅局

限在教师的自我思考，更应当结合学生的观点，更好地适应

学生的个人意向。在以学生为基础之上，充分发挥学生为主

体，教师作为引导，自主进行实践，充分挖掘学生的积极性

与自主性，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高综合能力，成为新时代

国家发展建设所需的高素质专业性复合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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