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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3 + 1”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mode, the training scheme of civil engineering specialty is reform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Excellent Engineer” program, combined with the registered engineer system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market demand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e training program curriculum system is 
optimize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excellent engineer” program, combined with the registered engineer system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market demand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e training program 
curriculum system is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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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土木工程专业培养方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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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3+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土木工程专业培养方案进行了改革。按照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的要求，结合土木建
筑类注册工程师制度，再考虑到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方向对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在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强化
导师制的作用，大力开展线上教育，对学生的考核提出以传统学分制考核方式为基础结合多元化考核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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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国家对公路、城市轨道

交通、高速铁路、大型桥梁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断

加大，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需求日趋扩大。2010 年教育

部启动实施“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旨在培养造就一大批

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

术人才。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更新与高速发展，土木工程作

为工程技术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实践性、科学性、

综合性、复杂性、创新性等特征日益凸显，这就对土木工程

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于各高校来说，如何

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土木工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是

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动态调整培养方案及其课程体系是其

核心内容。

论文充分考虑当前土木工程行业需求、国家卓越工程师

培养计划结合当前国家注册工程师考试制度，对本校近几年

实施的“3+1”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改革探索。

2 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优化

在“3+1”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优化中应充分考

虑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对卓越工程师的培养目标和

培养要求、国家注册工程师制度以及新形势下行业、企业的

新需求。

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要求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掌握土木工程

学科相关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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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管理能力，同时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在“3+1”应用

型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中应充分考虑。

“3+1”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应考虑市场需求

和行业发展新方向。从 2014 年开始，在住建部的大力推动下，

BIM 技术逐步向全国各城市推广开来，近年来 BIM 技术可以

说是处在一个持续普及和大力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 BIM

技术与装配式技术、绿色建筑、智能建造技术逐步融合，形

成很大一片市场需求。可以预见 BIM 技术、装配式技术的发

展和需求前景将十分广阔，因此有必要将 BIM 技术、装配式

技术、智能建造技术、绿色建筑等课程纳入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3+1”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应适应国家注册

工程师制度。实践证明，国家注册工程师考试制度是对高校

人才培养的一种行业检验标准，它明确了工程师应该具备的

专业知识和执业技能，是打通高校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重

要桥梁。因此，在进行培养方案设置时应充分考虑到国家注

册工程师执业考试的要求，考虑到相关课程的设置。

例如，一级建造师（建筑工程）考试大纲涉及课程：土

木工程材料、房屋建筑学、土木工程施工技术、结构设计原理、

工程估价与造价管理、建筑施工组织与设计、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建设法规等。在考虑培养方案优化时，应根据各课程的

重要性进行合理安排。当然也应充分考虑到国家土木建筑类

其他注册工程师的考试大纲要求，如一级建造师，勘察设计

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等。

考虑到多元化教学应用，兼顾各类工程师培养方向，培

养方案课程体系专业基础课必修课程应为占有绝对重要地位

的基础课，其他专业基础课可放到专业基础选修课课程中，

便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职业规划选修课程，同时学

生可以通过各类开放课程、在线课程或混合式课程进行自主

学习，同样在专业课必修课和选修课的优化中也采取这样的

思路。优化后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如下。

（1）通识课模块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大学计算机基础、

VB 程序设计、大学数学、大学物理、大学英语、体育、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理论、公共选修课。

（2）专业基础必修课模块课程包括：土木工程概论、

土木工程材料、土木工程制图、工程测量、工程力学、结构

力学、土力学、房屋建筑学、混凝土结构原理。

（3）专业基础选修课模块课程包括：土木工程地质、

工程经济学、BIM 技术、土木工程专业软件与应用、工程项

目管理。

（4）专业课必修课模块课程包括：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建筑施工组织与设计、钢结构原理、平法识图与 CAD 技术、

混凝土结构设计、工程估价与造价管理。

（5）专业课选修课模块课程包括：建筑抗震设计、砌

体结构、岩土工程设计、工程建设法规、装配式建筑技术、

绿色建筑、智能建造技术。

（6）课程设计模块包括：房屋建筑学课程设计、混凝

土结构设计课程设计、工程估价与造价管理课程设计、钢结

构课程设计、岩土工程设计课程设计、建筑施工组织课程设计。

（7）实验课程模块包括：土木工程材料实验、岩土工

程实验、结构工程实验。

（8）实践类课程模块包括：测量实习、认识实习、生

产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论文）。

课程设计、实验、实践类教学环节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

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就业能力、

创业能力。

3 强化导师制在“3+1”培养模式中的作用

英国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强调，大学的作用不仅仅

在于知识的教学，而在于“培养学生的心智”，只有教师与

学生之间形成全身心的接触，才能对学生形成正确的引导，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与导师制的

理念如出一辙。导师制起源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高等学府，我们国家目前导师制实行的基本上是班导师制，

或者再配一名学生班导师。导师制的实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班导师教学、科研任务重，积

极性不高，一学期只出现一、两次，使班导师制流于形式；

班导师与学生的交流仅仅是学业上的交流，生活上和其他方

面的交流较少；学生缺乏自信和与导师的交际能力，与导师

的主动交流少 [1]。因此，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中有必要强

化导师制的作用。

采用导师制进行“3+1”应用型人才培养具有非常好的

效果。大学中，教师与学生的教与学的关系，不同中、小学，

关系不够密切，而导师制虽然说做不到朝夕相处，但确实提

高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密切度。采用导师制对大学本科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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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育，可以在大学生刚入校时进行专业引导，培养学生学

习专业的兴趣，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指导学生做学业规划；

在专业课学习阶段可以指导学生进行选课，优化学生专业知

识结构；在学生实践课程学习过程中，导师可以手把手的进

行指导，与学生充分接触，就像工程中师傅带徒弟一样，全

方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另外，导

师可以积极引导学生参加各类国家级、省级大学生竞赛、各

类创新创业训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

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要求土木工程专业相关行

业、协会、企业要参与到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去。因此，“3+1”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应大力推广实行双导师制。双导师制是

由学校与行业、协会、企业等单位对学生进行联合培养的教

学模式。校内指导老师负责正常的理论教学，培养学生掌握

土木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及相关专业知识；实践教学环节（如

课程设计、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则由校内指导老师和校外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工程师共

同指导。双导师制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对重实践、重应用的土木工

程专业人才培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实行导师制可以帮助学生快速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创新能力，有利于因材施教，有利

于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同时有利于教师队伍的自我优化。

4 大力开展线上教育

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制定的《教育信息化十年

发展规划（2011—2020）》中强调了教育信息化发展应以教

育理念创新为先导，以优质教育资源和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

为基础，以学习方式和教育模式创新为核心 [3]。传统的教学

模式中，知识的传递是以教师、教材、教室为中心，这已不

能适应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当前智慧校园建设将颠覆传统

的教学结构、教学理念以及教学流程，大大提高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知识的传递将以学生、问题、活动为

中心。

如前所述，土木工程专业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优化后，土

木工程专业学生要学习非常多的课程，由于采用的“3+1”培

养模式，理论课程课堂学习时间不是很充分，而且部分土木

类课程难度较大，学生学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有必要在学生

的课余时间大力开展线上教育，尤其是一些选修课程的学习。

开展课后线上教育学生可以不限时间和空间，充分利用课余

时间自主进行预习、学习，这样学生在课堂上才能提出有深

度的问题，和授课老师进行交流、探讨，增强课堂的参与度，

大大提高课堂的效率。

开展线上教育学校应大力引进相关的在线教育课程资

源，教师应充分利用好在线课程资源，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兴趣，同时相关导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对相关线上课程的

学习。目前，线上教育模式有微课、慕课、SPOC 和翻转课堂等。

5 探索多元化学生考核方式

国家“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要求应强化培养学生的工

程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对学生的毕业要求考核可采用传统

的学分制考核方式结合多元考核评价的方式。对于学科通识

课、专业基础课必修课和专业课必修课的考核可以采用传统

的考试考核方式；对于专业基础选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可结合

考查与考试的方法；毕业前可以采用注册考试的模式对学生

进行注册工程师的知识、能力进行考核，达标可以给相应的

学分；对于参加国家级、省级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大赛的同

学并获奖的同学可以获得适当的学分，鼓励学生参与各类学

科和创新创业竞赛。通过各种多元化考核方式，不断促进对

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6 结论

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出卓越的工程

师。在当前“3+1”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土木工程专业培

养方案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革，在培养方案实施过程中

应强化导师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并大大开展线上教

育、混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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