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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al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teaching cont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eaching 

reform,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education, and to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through the Internet means to assist practice teaching, is a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and methods of practical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develops a real-time sharing platform for practical teaching based 

on mobile APP – “zanxuenet”. After several years of application, it has successfully 

solved the “five difficulties” problems in the past practic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effect, mobilized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improved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cultivated their team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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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践性教学是土木工程专业的重要教学内容。随着工程建设发展和教

学改革的深入，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手段辅助

实践教学交流和指导，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是高等学校

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需要关注的问题。论文通过对实践教学环节存在问题的

分析，提出相关实践教学管理的要求和办法，研发基于移动 APP 的实践教学实

时分享平台——“赞学网”，经过几年的应用，成功解决了以往实习中的“五难”

问题，切实提高了实践教学质量和管理效果，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了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了学生的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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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

强调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互联网 + 高

等教育’新形态，以现代信息技术推动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变轨超车’”。

如何以此为契机将传统的课程教学模式与互联网技术进行融合创新？这是高等

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当前高教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

习是专业实践性教学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生产实习工作有着较清晰的定位，

针对性强，目的明确，就是要在 3 ～ 4 周集中时间段内在工程项目现场实地参

与工程实践，旨在加强专业认识，训练工程能力。学生通过观看和参与施工过程，

以及老师和现场技术人员的指导，切身体会工程施工的实际情况，增强对土木

工程专业的感性和理性认识，为将来从事本专业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由于目

前土木工程专业实习在教学模式及管理方法上存在许多问题与不足，严重影响

学生的实习效果。课题通过对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

分析和探讨，研究利用移动 APP 建立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实时分享平台来提

高实习质量和管理效果。

2  土木工程生产实习问题分析

受实习对象、教师指导和学生参与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土木工程专业实习

逐步呈现 “散放羊”的不良局面，出现“五难”现象［1］。

2.1  工程吻合教学难

由于实习教学时间相对固定，实习周期的限制，只能部分同学联系到条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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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符合教学内容的实习工地。加之工程建设周期较长，许多学生在整个实习期间

只能了解到某一施工过程环节，无法体验和参与到一个完整的建筑施工过程中。

2.2  学生成果共享难

传统的实习模式，是学生在实习结束后，完成书面的实习报告，并打印一

些实习工程项目的照片，而更多的照片留存在学生各自手机里，无法在实习时

与其他同学交流共享，部分同学会在 QQ 上做一些简单的交流，但没有形成系统

化的成果共享。

2.3  实习时间管理难

现在学生的独立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自我管理意

识较差。对实习的重视程度不够，学习目标不明确，实习积极性不高。加上工

地条件相对简陋，施工过程也相对机械和枯燥，一些学生的实习兴趣很快淡化。

一些学生未到或过早离开施工现场的现象，实习时间得不到充分保证，老师无

法跟踪管理。

2.4  老师学生沟通难

土木工程专业实习期间，除了高校固定的实习基地外，学生通过家长的社

会关系联系实习单位，导致实习地点分散，指导老师不可能到各地辅导，快速

的知晓学生的相关实习阶段性成果，不能及时的跟踪教育，从而导致管理措施

不到位，实习效果与人才培养要求存在差距。

2.5  实习成果量化难

尽管实习任务指导书有具体的实习成果要求，但还是无法进行定量的考核，

往往依据学生提交的实习报告和实习日记进行评定。这种方式片面强调实习成

果，忽视了实习过程管理，不能正确反映学生的实践参与效果，且容易造成为

完成任务抄袭实习报告，助长弄虚作假现象。同时实习过程学校指导老师不能

与学生及时交流，对实习质量的监管困难，使得实习成绩的评定带有“印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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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痕迹。因此如何加强过程管理，对学生实习期间的工作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并作为实习成果的主要考核内容，目前的实习管理方法还很难做到。

3  大数据时代实践教学管理新模式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世界进入大数据时代，微信作为客户终端得以广泛应

用。把大数据业务和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有机结合便成为一种新的尝试。扬州大

学、南京沃叶软件、盐城工学院共同研制的“赞学网”土木工程生产实习实时

分享平台，通过个人 APP 手机终端，将每个人的实习情况实时传输到互联网络，

通过大数据平台的整合，学生可以实现线上共享、交流和学习，教师也可以通

过该平台进行实时指导、管理和评价［1］。既解决了教师远距离不易监督的问

题，又给同学的实习生活带来动力，增强师生、同学间的互动。学生现场施工

实习日志图文并茂实时分享，支持图片点赞、知识点描述以及评论功能。同时，

大数据平台将每个同学的实习内容量化评分，引入竞争排名机制，激发实习和

学习原动力。把施工现场搬进网络，让学生通过“实习”去认识工程、体验施工、

获取经验、开阔视野、提高专业素养。该平台的应用，解决了土木工程专业实

习中普遍存在的问题［2］［3］［4］。

3.1  建立生产实习管理制度

完善的管理制度是高效管理的重要保障，扬州大学多年来已建立了的生产

实习管理制度、完善生产实习管理办法，现有的系列管理文件包括：（1）赞学

网应用指南；（2）生产实习安全须知；（3）学生生产实习现场工作指南；（4）

学生生产实习成果编制标准；（5）生产实习工地指导基本要求；（6）生产实

习指导教师管理办法；（7）生产实习考核管理规定；（8）生产实习评价标准等。

通过这些文件，将生产实习指导、管理制度化，确保生产实习质量，满足

实践教学要求［5］。

3.2  实习管理平台“赞学网”的应用

“赞学网”实现了“多节点监控、全过程覆盖”的实践教学线上管理（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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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赞学网”实习教学管理平台功能

Figure 1  The function of Zanxue practice teaching management platform 

3.2.1  电脑与手机同步，方便注册

电脑登陆或扫描下载并安装实时分享平台手机客户端，完成实习注册（图 2）。

注册内容包括实习工程参建单位信息以及工程结构形式等信息，方便指导教师

和同学及时了解学生实习工程基本信息［1］。

  

图 2  赞学网注册信息

Figure 2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of Zanxu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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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手机定位注册，精确考勤

适用于智能手机，利用登录账号绑定同一部手机和 SIM 卡，实现手机定位，

避免考勤代签现象，确保数据的真实性。根据每日考勤记录自动生成考勤报表，

并根据考勤记录的变化实时更新，保证考勤记录的准确真实。

3.2.3  日记与实时点评

要求学生每天必须上传实习日记和实习图片（图 3），手机上传日志后，电

脑实现同步上传，实时与不同地区实习的同学分享自己的实习所得，使得同学

们能够“网”到更多的知识，并实时交流，对不同工地的施工工艺、施工方法

等提出意见和不同方案，指导老师通过平台，可以随时对日记和上传的图片进

行点评，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实习指导。

3.2.4  专业资源，随时学习

平台在“文件柜—公共文件”提供多种类的建筑行业相关知识，包括法律

法规、验收规范等大量专业资源，以供学生下载学习，使得学生在工地现场，

能够结合工程，多途径掌握课本外的知识资源（图 4）。

图 3  学生上传实习日记和实习图片

Figure 3  Students upload internship diaries and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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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平台中的专业文档资料库

Figure 4  Professional document database in the platform

3.3  明确生产实习安全要求

实习是高校学生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学校必须通过安全教育，通

过典型安全案例，让学生了解工地安全无小事，掌握处理安全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安全生产工作应贯穿于整个实习教学中，一刻都不能麻痹大意。

通过生产实习安全须知进行校内初步的安全教育与动员，内容包括：（1）交

通安全要求；（2）穿戴要求；（3）高空作业安全要求；（4）模板脚手架安全要求；

（5）机电安全要求；（6）其他安全要求等。

要求学生进入工程现场接受项目安全交底，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管理，在

工程实践中做好安全生产，体验高风险行业“安全第一”的本质安全观［5］。

3.4  关键节点的控制

无论是“统一安排”还是“有序分散”，生产实习管理中关键节点的控制

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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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重视工作准备、开好实习动员会

“统一安排”实习的准备工作依托实习基地，“有序分散”准备组织工作

时间跨度较长，需要提前布置安排包括联系工地、资料准备等。

充分重视实习动员会，包括安全教育、实习任务、实习要求、人员分组、

师生见面、资料发放以及如何应用“赞学网”等环节［6］。

3.4.2  加强实习指导工作

指导教师通过“赞学网”对实习学生进行网上实时指导和管理，通过提出

问题，组织学生实时交流，指导学生对不同实习内容进行讨论，对学生上传的

实习日记和照片进行审阅和点评，将优秀日记置顶，作为其他同学的学习案例，

以取得良好的效果［7］。

3.4.3  合理成绩评定

生产学生的成绩的评定包括学生的日志数、图片数、教师评分、点赞数、

知识点描述、阅读专业资料及实习报告等内容。在评定成绩的过程中，预先设

定各项内容的权重，以量化的数据为基础，强调教师对学生实习收获的控制，

努力做到较客观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对学生实习工作的评价。

4  成果解决的问题及方法

4.1  主要解决的问题

（1）在教学方法上改变被动式教学模式，注重实习过程的互动交流，强调

学习的问题性、自主性，强调主动创新的能力培养。

（2）在教学条件上解决了学生人数多，实习工程分散，实习工作难以控制

的现象，基于网络的管理系统，使学生与教师及时交流，实现教师对实习工作

的跟踪指导，促进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提高实习效果，更好地实现实践教学培

养要求。

（3）在教学评价上转变事后考核和偏重文字记录的形式，增加现场图片、

提交实习成果时间等综合素质考核考核内容，做到实习评价的过程综合管理，

使实习质量与能力提升相结合，实现较真实的实习成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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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教学管理中反映出指导教师对实习工作的投入并做到量化检查，实习

效果的形成一方面基于实习工程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教师对学生的引导和支持，

促进学生由单纯的学向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转变，实现可持续的工程素养训练。

4.2  解决问题的方法

4.2.1  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管理理念落到实处

生产实习作为人才培养重要实践性环节，体现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的结合

和应用。传统的实习教学管理通过学校制定的任务书和指导书进行布置，通过

学生提交的实习日记和报告进行考核，教师和学生在实习过程的交流和指导不

足，形成部分学生实习没有动力、教师指导没有压力的局面。

课题研究基于对学生知识、能力培养的要求，强化实习过程管理，实现实

习对学生素质的支撑。一是不断完善实习工作管理制度，形成规范化的生产实

习管理手册；二是生产实习管理系统能实现教师对学生实习过程的实时监控和

沟通，体现实习工作的内涵管理，为实践质量的提高提供技术手段支撑。从学

生上传的实习日记、图片等和师生交流的情况分析，学生参与积极性得到提升，

实习工作具有较好针对性，实习成果更加丰富，实践教学效果有了更好的保证。

4.2.2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实习管理是解决实习问题的出发点

（1）理念引领。在多年生产实习实践工作的基础上，学习交流互联网技术

与教学相结合的理念，定期研讨实践性教学改革。探索专业教学中对学生能力

培养的途径，推进生产实习工作的过程化和标准化管理。

（2）制度构建。编制《土木工程专业生产实习管理手册》，结合实际工作需要，

逐步推进生产实习教学管理文件的制定，创新培养管理模式，学院安排专项经

费支持教师开展实践性教学改革课题的研究，努力提高实习工作的效果。

（3）平台实施。在与校友等社会资源合作的基础上，2011 年初步建立生产

实习管理平台系统，并试点运用；根据教师和学生使用反馈意见，2015 年将实

习管理平台进一步提升成“赞学网”，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网络化推广应用。

4.2.3  贯穿生产实习全过程的“能力培养”是解决实习问题的重点

（1）基于学习能力的实践教学。生产实习的主题是实践，实践效果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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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需要不断的学习，包括理论知识和实际的结合、工程技术文件的理解。实

习手册明确要求，实习管理平台提供技术文件和相关技术标准的支撑模块，启

发学生在参与工程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出“知识发现”“问题发现”“专题研究”

等不同内容的多样化学习模式。

（2）基于实践能力的工作开展。根据目前的人才培养现状，深入工程的实

习环节对学生认识社会、了解专业知识的应用和发展尤为重要。我们在理论与

实践的基础上，设计并实施了以问题性和自主性为特征的实践教学模式，激发

学生参与实践，积极研究工程问题。

（3）基于工作能力的素质培养。网络实习管理平台的使用构建了师生互动、

资源共建共享、自主学习为主要特征的全新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促进

学生在做好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关注社会，实现多方位的素质提升。

4.2.4  大数据管理是解决实习问题提高实习质量的主要抓手

实习管理系统贯穿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过程、教学管理、考核评价等，学

生随时随地注册实习单位和工作岗位，方便指导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实习单位

和岗位的基本信息。指导教师实时掌握学生实习情况，指导意见实时推送至学

生手机。学生随时在线提问，老师在线答疑，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难题。实习日志、

图片及时汇总，便于指导教师快速、准确整体了解学生实习情况。大数据的分析，

便于学校了解学生实习内容和知识点的具体情况［8］。

4.2.5  初步解决了生产实习定量评价的难题

通过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应用，强化过程管理和实习成果在质量评价中的作

用，学生成果的针对性、丰富性和公开性的要求，激发学生参与工程实践的积

极性，提升了学生的工程素养；基于实习管理标准的定量数据，能实现客观和

针对性的评价，保证实习工作的规范化开展；记录教师评阅实习日记的篇数、

篇日记评阅字数、评阅的及时性、24 小时在线评阅的时间分布等参数，促进生

产实习的指导与管理。

5  成果应用情况

实习平台的建立，使得高校在校生的实习远离地域限制，增强了实习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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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学生的积极性与老师的能动性管理，经过扬州大学和盐城工学院等高校

2014、2015 年的试用，指导教师感觉管理学生方便、实时，学生反映通过实习平台，

不仅可以每天上传实习日记和图片，而且可以了解其他同学的工程信息和实习

内容，同时，可以实时得到老师的指导，感觉实习平台非常实用，对自己的实

习生活帮助较大。与传统实习方式相比，日记内容更丰富，抄袭现象明显减少，

学生在工地的实习时间有所增加，实习成效有显著进步，依据实习平台的实习

成果考核更加公正［9］［10］。

生产实习管理系统在土木工程专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拓展，逐步适用于不

同学科的实习需求。

目前扬州大学有 21 个学院的 6450 名学生、475 位教师应用成果进行实践教

学；国内东南大学、重庆大学等 28 所高校不同学科的 2 万余学生、1200 多名教

师应用成果管理实习教学。已积累近 38 万篇日记（优秀日记近 4 万篇），57 万

张照片（优秀照片近 10 万张），及点赞、评论和教师批阅等数据，为分析学生

实习行为，提高实习教学质量提供了资源保障。

扬州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分别在 2016 年、2019 年接受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在

专家进校考查期间，基于“赞学网”开展生产实习教学活动与管理的实践模式

得到进校专家的高度认可，实现了对毕业要求的有效支撑。

6  结语

2019 年 9 月 29 日教育部颁发的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 22 条意见中，明确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围绕学生忙起来、教师强

起来、管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11］。系统的研

发与应用切合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需要，成功解决了以往实习的“五难”问题，

通过手机移动端接入平台，可以实现对师生定位、导引、考勤、推送等点对点

管理服务，记录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平时学习成绩。通过移动平台采集的教师和

学生教学活动和学生管理大数据，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探索内在的教改需求

规律，为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过程管理提供详实的数据决策基础，为教

师真正做到因材施教、提升教学效果提供技术支撑。基于“互联网 + 教育”的



·224·
基于移动 APP 的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管理和成效 2020 年 11 月

第 2 卷第 4 期

https://doi.org/10.35534/es.0204022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课程教学管理平台，探索了智能教育新形态，推动了教育教学的改革，有利于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对于培养专业素质高，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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