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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一流专业建设背景为背景，以交通类专业道路交通方向实践教学体系为例，探索构建实践与理论

有机结合、分阶段、多模块、互相递进的实践课程体系，对实践教学内容、案例库建设、教学方式进行

探讨，以期培养德智体美劳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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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first-class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tak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of road traffic direction for traffic major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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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a practical curriculum system that combines practice and theory organically, is staged, 
multi-module, and progresses each oth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brary and the teaching me-
thods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ed technical talents in moral, intellec-
tual, physical, artistic an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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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4 月 2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

2022 年全国高教处长报告会提出要推出第三批一流专业。建设一流专业，是提高本科教育水平、全面提

升学生培养质量，面向未来、适应市场人才需求，提高学生自身就业竞争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必然要

求。随着智能交通、智慧交通的发展，交通强国的建设，培养更适合企业要求应用技术型人才尤其重要。

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技能应用能力必要部分，是实现学生对理论知识部分理解以及应用的重要手段。 
王芳、孙林华结合宿州学院具体情况，重新修订交通工程专业培养目标，构建以综合能力培养为目

的的课程体系以及渐进式实践教学体系[1]。韩振峰、华建兵借鉴德国应用型人才培养经验，从交通工程

实践能力培养建设方法、内容、规划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并对教学评价和改进方案提出一些建议[2]。
孙湘海、刘潭秋通过分析长沙理工大学交通工程专业当前实践教学体系问题，提出基于互联网的实践教

学网络平台，多种教学方式，完善实践课程考核制度，构建了多层次实践教学体系[3]。邓社军等以毕业

要求为目标，构建适合培养目标的实践课程体系，调整实践教学内容，提升交通工程专业工程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4]。 
在新工科、一流专业背景下，探索构建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分阶段、多模块、递进式实践课程体

系，对实践教学内容、案例库建设、教学方式进行探讨，对增强学生实践技能，培养更符合社会需求的

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2. 实践课程体系现状分析 

2.1. 实践教学条件 

交通工程专业现为校级一流专业、智慧交通现代产业学院主要建设专业，交通运输专业为 2022 年新

设专业，道路交通专业方向现有交通工程研究中心、智慧交通车路协同平台、交通人因采集系统、交通

仿真软件 VISSIM、TransCAD，交通调查设备等实验教学条件。从实验设备来看，可以满足学生的实践

需求，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实验教学条件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实现教学条件

现代化，教学队伍专业化。 

2.2. 实践教学课程 

交通工程和交通运输培养方案，道路交通方向实践课程逻辑关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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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并初步具备交通仿真、交通设计等方向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

并具有从事交通行业基本能力。 
但总体来看，实践课程较少，无法满足学生更深层次的学习需求。交通软件实践课程主要讲解

VISSIM、TransCAD 两种交通仿真软件的应用，但由于教学时间限制，交通管理与控制课程设计与交通

软件、交通管理与控制两门课在不同的学期，这就容易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无法达到更好的实践效

果。 
 

 
Figure 1. Logic diagram of practical courses 
图 1. 实践课程逻辑关系图 

2.3. 实践教学内容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以往的教学中，理论和实践部分分割讲解，理论和实践

融合性较差。理论与实践脱节容易造成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部分时感觉应用性较差，知识点枯燥无味，

无法提高自身学习主动性，在实践部分因对理论知识应用性较差，大多数同学在做课程设计时只知软件

操作，而不知这样做原理知识，实践效果达不到预期目标。 
在开设的实践课程也未形成一个体系，缺乏系统整体性实践教学，比如交通规划课程设计需进行交

通调查，交通管理与控制课程设计也需进行交通调查。两门课程设计交通调查互不联系，每做课程设计

都要进行一次交通调查。交通调查又是一个费时费力的基础过程，而且在疫情环境下，学生外出调查也

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建立各实践教学环节联系性、整体性，减少不必要、重复性工作十分必要。 

3. 实践课程体系建设创新举措 

3.1. 加强实验室建设 

在现有实验条件下，继续加大支持资金力度，建设交通虚拟驾驶实验室，既可以应用于教学实践过

程，还可以用于科研，更好地引导科研入教。 
开发交通调查数据录入手机软件，使学生在调查的同时就完成简单的数据整理，减少交通调查数据

整理时间。 

3.2. 系统性实践课程体系建设改革路径设计 

针对实践课程较少，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不同学期开设，学生对交通调查数据处理不熟悉等问题，

重新制定培养方案，重构实践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 30%以上，达到一流专业、工程认证要求。 
在相应理论课程中增加课内实践部分，取消交通软件课程，交通软件教学部分在相应理论课程中开

设。课程设计和理论课程开设在一个学期，避免学生在进行课程设计时知识点已经遗忘，实践教学效果

达不到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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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调查实践：在交通工程学课程中增设交通调查实践，编制交通调查实习报告指导书，调查交

通仿真、交通设计两个实践阶段所需要的交通数据；增设交通数据处理与分析课程，增强学生对交通调

查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能力；增加交通工程 CAD 实践学时，使学生有更多的练习实践时间，熟练掌握使用

计算机进行交通底图绘画技能。 
2) 交通仿真实践：在交通规划、交通管理与控制两门课程中增设实践教学部分，学生在理论教学完

成后，随即进入学习交通仿真软件 VISSIM、Trans CAD 阶段，交通仿真软件学习结束后进入相应课程设

计部分，使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避免学生只掌握交通软件的操作，而不明白相关原理知识。 
3) 交通设计实践：在交通设计课程中增加实践教学，利用交通设计课程所学知识，针对前面两个阶

段存在的交通问题进行交通设计，解决部分实际交通问题。 
系统性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各课程逻辑关系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Logic diagram of systematic practice curriculum system 
图 2. 系统性实践课程体系逻辑关系图 

3.3. 实践教学体系模块阶段化、案例化教学 

在系统性实践课程体系基础上，探索各实践教学环节联系性，在实践教学环节中要注重各课程实践

教学的异同之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优化设计，形成一套适应当前社会需求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具有鲜明特色的实践课程群，设计实践教学体系模块阶段化、案例化教学。例如： 
1) 交通调查模块：在专业认知实习、交通工程学课程基础上展开交通调查，但不再仅调查某门课程

设计所需的交通数据，根据实践课程群之间的联系，建立一个系统整体的交通调查方案，避免每个课程

都要进行交通调查，减少交通调查占用的时间，使学生有更多的精力放到课程特色的实践中； 
2) 交通仿真实践模块：根据交通调查模块采集的数据，对数据做出分析，提出存在的交通问题，并

提出解决交通问题的优化方案，利用 VISSIM 仿真模拟对比优化方案前后的评价指标； 
3) 交通规划模块：针对上一模块交通系统中出现的问题，利用 Trans CAD 进行交通网络规划设计时

注意避免此类交通问题的发生； 
4) 交通设计模块：交通设计贯穿 2)、3)两个阶段，交通优化方案的设计以及交通规划设计，利用上

述两个方案的结果对交通调查区域进行交通网络整体优化。 

3.4. 实践教学内容改革 

为满足一流专业建设、适应智慧交通发展对学生智慧化、大数据技术的需求，实践教学内容应从如

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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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先进、智慧化技术进行交通调查，例如在交通调查实践中使用无人机进行交通流量调查，利

用图像识别等技术对调查录像进行自动识别车流量，减少人力物力。 
2) 基于智慧交通现代产业学院、校企合作单位，以合作企业实际工程案例为主导，推进项目式、案

例式教学，使学生增强主动学习能力和实践教学效果。在实践教学中不再是老师讲学生做，而是学生以

工程实际项目进行主动性提出相关问题，确定目标，独立收集资料、处理相关数据、进行相关研究工作

[5] [6]。老师负责解答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例如软件操作、实验方法等。 
例如在交通工程学、交通工程 CAD、交通设计、交通规划、交通管理与控制课程中，使用企业实际

案例使学生明白需要掌握哪些实践技能，使学生知道怎么做、如何做、做什么，避免以往课程设计教学

中学生不知做什么的情况出现。在学生学习实际案例后，再给每个学生布置不同实际工程案例，学生参

照所学案例，对所布置的案例进行交通仿真、设计，这样可以使每个学生都切身参与到实践教学中，避

免分组实践部分同学实践效果不理想。 
3) 现阶段实践课程中交通仿真软件操作讲授还多采用多媒体演示为主的传统授课方式，学生受到课

上时间限制，不能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合理灵活的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利于“互联网+”
的特性，建设一批在线开放视频课程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课下学生可以跟随在线课程对软件的操

作得到很好地练习。 
交通仿真软件仅仅利用课程中实践教学部分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课下可能遗忘了课上所学的软件操

作步骤，遗漏一些经常出现操作错误，因此建设 VISSIM、Trans CAD 在线开发视频课程十分必要。学生

课下可以利用在线视频自行学习仿真软件的操作，课上教师不在讲授软件的操作，这时教师起到监督学

生练习软件操作、针对学生操作出现的问题进行解答。 

4. 结语 

针对一流专业建设背景下交通类道路交通方向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实践课程体系改革

的建议。首先是加强实验室建设，科研促教、以赛促学；其次重构实践课程体系，使实践教学更具有系

统性，并贯穿整个人才培养过程；第三，基于智慧交通现代产业学院加强校企合作，以企业实际工程项

目实施项目式、案例式教学，提升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 
以企业、学生实践发展需求为目标，梳理交通类道路交通方向实践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提出

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改进措施，构建更符合本校特色实践课程体系，以期对我校进一步推进交通类一流

专业建设，更好地服务交通强国战略下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同时为其他同类院校交通类专业建设提供一

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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