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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东南大学成贤学院为例,针对《混凝土结构》课程体系的本科教学知识与行业所需知识

的差异进行了调查,对目前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对专业课程教学改进的

建议,并进行了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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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概述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为独立学院,培

养人才的目标是应用型人才。本校土木

工程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大部分都走向

了混凝土结构建筑物的施工或设计的工

作岗位,用所学的《混凝土结构》课程体

系的知识来指导工作。各用人单位也愈

来愈重视学生学到的知识是否可以学以

致用,在学生就业后是否可以很快与实

践对接。但应用型本科教学与行业需求

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学生走向工作

岗位后存在一些困惑。作为本科阶段的

教学工作者,应重视这一差异,通过深入

分析,采取合适的措施,解决这一矛盾,

以满足行业需求。 

本科阶段,《混凝土结构》课程体系

的知识构成一般如图1所示： 

2 调查结果 

2019年,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教学改 

 

革项目“以就业为导向的《混凝土结构》

课程体系多媒体课件建设”,进行了一

项调查,调查的对象主要为05级~14级

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共回收有效问卷

380份。 

调查结果显示,本科毕业生大约83%

未继续深造、直接走向了工作岗位,就业

去向为施工企业的学生 多,占比34.62%,

其次是设计院,占比21.15%。见图2。 

关于在就业后 受困扰的原因,“工

作经验不足”高居榜首,约占半数；其次

是“专业知识不扎实”,占比20.37%。关

于混凝土结构课程体系中帮助 大的部

分,排名第一的是“毕业设计”,占比

64.15%。其次是“混凝土结构理论课”,

占比58.49%。在访谈时,有一部分同学表

示：工作后对相关国家标准不熟悉,希望

在课堂上增加《混凝土结构》相关国家

标准、规范的教学。 

 

 

图2  本科毕业后去向分布图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本科毕业生从

事施工、设计等实践岗位的比例很大,

行业对本科毕业生 渴望的能力是综合

运用、实践能力,但毕业生就业后在专业

能力上存在一些不足,导致毕业生不能

很快适应行业需求,说明本科教学中存

在与行业衔接不佳的情况。 

3 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图 1  《混凝土结构》课程体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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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本科院校培养观念问题 

本科院校普遍更加重视学生掌握专

业理论的广度、难度,而对实践能力重视

不够。实际上毕业生大部分直接走向了

实践岗位,导致课程安排相对多数学生

而言,任务繁重,内容宽泛、晦涩,实践能

力培养不足。 

3.2教学内容与行业脱节的问题 

“高校教师很大一部分是“前脚出

校门,后脚进校门”的“学生型”教师,

因为缺乏工程经验,没办法做到理论联

系实践,课堂教学会出现“照本宣科”脱

离工程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教学内容往

往拘泥于教材上的理论,而不学习规范,

不传输工程经验。有学生毕业后甚至不

知道规范有什么用处。到毕业后突然见

到规范,感觉无从下手、一片慌乱。 

另一方面,行业转型升级,对人才能

力有新的需求。例如,郑渊虬认为,行业

需要掌握BIM技术的综合性人才,而学校

未能开设相关课程。也导致教学与行业

脱节。 

3.3实践教学力度不够 

虽然学校设置了课程设计、毕业设

计等实践环节,但很多学生主动性不强,

完成任务仅仅是“依葫芦画瓢”,使实践

环节形同虚设。 

4 采取的改进方法 

作者在以上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在

教学过程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1)对于两门理论课《混凝土结构设

计原理》以及《混凝土结构设计》的教

学内容,做了删减或侧重点调整。对于工

程中已经不常用的内容做删减,或者做

略讲,留更多时间在基础性的内容上。(2)

在讲授具体内容时,不仅仅是将原理将

透彻,还与实际工程挂钩,将工程界常用

做法引入课堂。(3)向学生讲清楚规范与

教材的使用差异,在课程中引入规范条

文解读,引导学生通过查阅规范解决问

题。(4)理论课授课过程中,增加工程实

景照片、增加工程实例讲解和练习课时,

结合工程实例做综合性的设计训练。一

方面可使学生熟悉就业后的知识运用场

景,另一方面可增强学生实践能力。(5)

引入BIM技术,在课程体系中增加《BIM

实训》课,要求学生用BIM技术建立某混

凝土结构实际工程的建筑信息模型和结

构信息模型,深入了解混凝土结构体系。

(6)加大实践课程投入力度。首先做到实

践环节一人一题,其次要求学生在课程

设计、毕业设计等环节,将个人设计的结

构转化为BIM模型,相当于将设计结果虚

拟施工一遍,使学生得到更全面的锻炼、

提升综合能力。 

5 改革后教学成果 

(1)通过内容的删改和增加,课程解

决工程实际问题的针对性更强,学生更

感兴趣,而且学习更深入；(2)通过在理

论课程上提早加入规范的介绍和解读、

引入工程界常用做法,学生在毕业设计

和课程设计中进入状态更快,就业后适

应性更强；(3)引入BIM技术后,将自己的

设计成果转化为可视性非常好的电子模

型,通过这个过程加深了学生对结构体

系的认识和理解。 

6 结语 

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需求量

很大,调查分析研究目前教学与就业所

需之间的衔接情况十分有意义,高校应

改进教学、将教学内容与工程应用挂钩,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使毕业生尽可能满

足行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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