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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路基路面工程》课程教学背景和培养目标的剖析，以及当前教学活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教

学和考核两个方面进行改革探索研究。本文先从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重要教学环节进行课程教学改革

研究，将线上线下、传授启发以及案例讨论等多元化教学模式进行融合；再从考核方式、考核内容和考

核主体三个方面进行课程考核改革研究，将多元化思想融入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最终实现了教学内容

的更新、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模式的革新以及考核形式的刷新，探索出一条更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

和价值培养的“三位一体”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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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background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Road Subgrad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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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vement Engineering, as well as man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makes a reform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from two aspects of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This paper first studies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from the three important teaching link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and integrates the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s such as online and of-
fline, teaching inspiration and case discussion; then it studies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reform 
from three aspects: assessment method, assessment content and assessment subject, and inte-
grates diversified ideas into all link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Finally, it realizes the renewal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 and the re-
fresh of examination form, and explores a “Trinity” road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
tion of students’ knowledge, ability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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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路基路面工程》是我校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是道路与铁道工程专业的考

研专业课。课程内容多样、理论深奥、知识点更迭快、实践性和综合性强，同时，与其他学科交叉紧密

[1]。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不单需要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分析计算、工程实践能力，

还要培养自主创新、科学研究以及交流表达的素质，塑成个人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教师以往

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视对课程知识的教授，以教师的“教”作为课程主体，忽视了学生的“学”

[2]，对于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塑造体现得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学者们对课

程改革的研究大多是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许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对考核评价

方式的研究有待深入。基于《路基路面工程》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课程改革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本文从教学和考核两个方面对其展开探究。 

2. 现存问题分析 

《路基路面工程》课程体系主要可以划分为教学和考核两个模块。传统的教学主要依赖教师对课本

理论知识的讲授，学生的学习方式多为机械式的接受学习，在教学理念、内容、方法以及教学模式等方

面存在诸多问题。同时，对于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往往以最终授课教师给出的考试成绩为唯一考量，

学生犹如生产线上的零部件，被同一个模具制造出来，自我发展和全面发展被抛之脑后，最终，教育教

学与人才培育背道而驰。 

2.1. 教学 

2.1.1. 教学理念生搬硬套 
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下，“以教师对知识的灌输、重理论轻实践”等传统的教学理念已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课堂开始由“教师主导”向“师生共建”转变。如今的课堂，不单单看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也

更加关注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因此，学者们开始纷纷研究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3]，并将其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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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到个人的课堂教学当中，如 OBE (成果为本的教学理念) [4]、CDIO (全过程参与的教学理念) [5]等等。

但是，将这些先进理念应用于《路基路面工程》课程教学时，由于缺乏对理念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受到

授课背景和授课条件的制约，在进行简单迁移的过程中，造成了形式上的生搬硬套，缺乏实际意义上的

观念转变。 

2.1.2. 教学内容局限教材 
《路基路面工程》课程具有内容多样、理论深奥、知识点更迭快、实践性和综合性强，与其他学科

交叉紧密[1]等特点。在实际的教学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与其他学科的知识融合贯通以及对前沿科

学的把握和探索，以使学生对课程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习的趣味性。然而，

受到学时分配少、教学任务重和教学条件不完善等现实条件的限制，以往的教学形式受制于课堂，教学

内容受制于教材，缺乏与工程实际的联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如同盲人摸象，很难对专业知识有一个

整体的把握，更不必说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融，继而慢慢的对该课程乃至其他专业课程丧失了学

习兴趣和动力。 

2.1.3. 教学方法缺乏变化 
教学方法可以归纳为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两个方面。传统的教学中，以“教师机械的

教、学生接受的学”为主，简单的课堂讲授法贯穿课程始末，缺乏变化和演绎。由于课前没有对学生进

行充分的知识引导和教学启示，学生的自学和研究能力无从锻炼和提升，课堂的理解度和配合度不高；

没有课上的提问和讨论，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只是一纸空话，教师对学生的理解水平和理解程度难以把

握，无法做到及时反馈；加之课后的练习和辅导不及时，学生的学习效果得不到检验，学习成果得不到

巩固。 

2.1.4. 教学模式相对单一 
以往《路基路面工程》的教学中，教学模式相对单调，以“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理论[6]为指导，

倾向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不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长期以往，

虽然能够使学生识得一些枯燥的理论知识，但是教学模式的单一化，会使课程本身的感染力和感化力达

不到最大化。久而久之，不仅不利于学生对专业知识全面地理解与掌握，而且束缚了学生自身的个性张

扬与发展，有害于学生的创新意识形成、创造能力培养和开拓思想进步，同时，影响教师的专业成长，

使“教”、“学”无法相长[7]。 

2.2. 考核 

2.2.1. 考核方式与教学理念不相符 
当今的教学理念要求，在大学教育过程中，学校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别，因材施教，重视大学生综

合素质的提高和综合能力的培养[8]。《路基路面工程》课程考核方式，以期末的闭卷考试为主，平时课

堂表现为辅。以试卷成绩作为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最终评定，这种简单的、一刀切的评价手段，造成了学

生为了通过考试或者得取高分才去学习的现象。学生通过考前突击的方式便能达到他们的学习要求和目

的，增强了学生学习的功利性，导致学生降低对过程学习的重视程度，缺乏对理论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认

识，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与当代所提倡的教学理念不符。 

2.2.2. 考核内容不能涵盖培养目标 
《路基路面工程》在考核时，试卷题型一般分为选择、填空、简答和计算，考查内容多来源于课本

上的理论知识。教材上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很好的考查学生的记忆能力、计算能力和对一般问题的理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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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是培养目标中要求的理论联系实际、自主学习和研究以及团队协作交流等素质能力难以体现，更

别说对学生价值观的塑造水平。这种狭窄的评价内容体系限制了学生的发展，不利于学生的个人素质拓

展和价值观塑造，不能涵盖培养目标中的全部要求。 

2.2.3. 考核评价主观片面 
在对学生进行成绩考核时，往往依赖授课教师单方面的主观评价作为最终考核结果。但是，在实际

的教学过程中，参与者除了授课教师外，还有学生本身、同学、班级、学院和学校等等构成要素，有些

甚至需要与企业联合培养，这时如果仅仅由任课教师给出成绩，难免主观片面。并且，教师只能大致关

注到学生上课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情况，对于学生平时的学习状态和日常表现，缺乏深入了解和调研，仅

凭一纸试卷给出成绩，有失公允。学生一旦感觉自己平时的努力与最终的结果出入较大，便会感到迷茫，

丧失对学习的兴趣和信心，进而不利于学生成长的心理架构。 
基于以上《路基路面工程》课程的现存问题，本文从教学和考核两个方面进行多元化融合探索研究，

将多元化思想孕育到整个课程改革探索研究中，形成一套更适合学生发展的课程改革方案和理论体系。 

3. 多元化教学探索研究 

通过重构课程内容、重创教学方法、重设教学环境以及重改教学评价等方面，对教学进行多元化的

改革和创新，并将创新成果应用于课前、课中和课后的各个教学环节当中。 

3.1. 课前问题导入，引导学生自主探究 

在进行线下授课之前，教师通过雨课堂等线上工具向学生推送课程学习资料[9]，包括课程大纲、PPT
和教案，引导学生自主预习；并抛出 2~3 个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同时，推送一些与当次课

程相关的伟大工程和实际案例，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国情怀。例如，在讲授“沥青路面的破坏状态、

设计指标和标准”这一小节时，教师课前利用雨课堂向学生提出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路面设计包括什

么内容；确定路面设计指标应如何考虑；如何对路面结构最易破坏部分进行识别和判断。让学生在自主

复习的过程中，以问题为导向，带着目的去学习。同时，还向学生推送公路工程领域著名专家沙庆林院

士的优秀事迹和秦朝伟大历史工程“秦直道”，丰富课程思政内容的同时，唤起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和

使命感，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除了雨课堂之外，还利用互联网建立“路基路面工程”课程公众号[10]，定期向学生推送新闻快报和

学科前沿，扩充学生的专业视野、加强科研意识，同时，公众号的交流、评论和转发功能还能加强学生

的沟通交流能力。 

3.2. 课中案例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路基路面工程》课程在进行课堂讲授设计时，不单单传授书本上的理论基础知识，并且根据具体

内容引入工程实际案例，将实践附着在理论之上，帮助学生加深对枯燥、深奥的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把握

[11]。例如工程案例中，“秦直道”历经两千年却寸草不生，引发学生对这一历史伟大工程的思考和探究，

而我们今天所学的路面材料等相关专业知识刚好能对这一伟大历史实践进行解答，将理论成功地运用到

实际工程当中，使学生在获得成就感的同时，加深了学生对今后所从事工作的了解。 
除了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也应该得到重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将课堂还给学生是本次

教学改革的又一重要举措。教师通过提出问题，激发学生自主探究和研讨，学生自由组队，对问题进行

头脑风暴，并选出小组代表，对小组的讨论成果进行展示。以此自主钻研和课堂反转的教学模式，学生

的学习知觉得以激活，学习热情得以激发、学习动机得以加强、学习能力得以提升。同时，师生深度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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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交流融入课堂，使课堂氛围更加轻松活跃。例如，在讲授沥青路面的设计指标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各

指标含义的理解和掌握，设置课堂分组研讨作业，进行路面结构的计算，并要求学生在课后运用 EXCEL
公示编辑功能设计计算公式简化计算，下节课由每组的代表进行课上演绎，展示各组的设计思路和风采。

在这样一个小组讨论、自主研讨和课堂翻转的模式下，不单加深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深化

了学生理论应用于实践的程度，这种头脑风暴的模式，还加强了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团队协作。同时，

老师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学生的能力水平，为今后教学工作

中进行查漏补缺提供依据。 

3.3. 课后布置练习，加深学生知识巩固 

在 OBE 的教学理念下，以成果输出为导向的培养模式，为更好地将课上所学应用到今后的工作当中，

课后，教师会根据课堂讲授的内容，布置相应的练习和作业，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课上知识要点的同时，

并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工程实际当中。例如，在沥青路面设计指标的计算过程中，计算公式复杂多样，

徒手计算工作量相对较大，实际工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计算方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与今后实际工作和

工程实践对接，布置课下作业，设计各指标计算小软件，便于运用到今后的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当中。

在以成果输出为导向的教学理念下，不只将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最大化地结合和统一，并且使知识塑造和

能力培养相向而行。同时，为了便于同学与老师之间的问题交流，我们在课下会定期安排一些学术报告

和讲座，邀请相关教师对路基路面工程方面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深入的讲解和演绎，扩宽学生的知识面。

另外，建立 QQ 群和微信群，进行线上实时互动，便于课后问题的讨论。 

4. 多元化考核探索研究 

通过构建符合现代教学理念的多元化考核方式、设计涵盖培养目标的考核内容以及建立全面客观的

考核主体结构优化考核模式，得到比较准确的考核结果。 

4.1. 构建符合现代教学理念的多元化考核方式 

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接受个体差异，淡化甄选，注重对学生的整体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摒弃用一张试卷定成绩的传统考核形式，将多元化考核理论应用于评价体系当中，使多元化的考核方式

促进现代教学理念的发展和传播，在全方位、多角度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遵从每位学生个性发展

的需要，提升全面发展的水平。 
重视过程考核[12]，将考核评价融入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的课前预习情况、课上听课状态和课后练习

情况全部纳入到考核体系当中，作为最终成绩的一部分。例如，课前让学生搜集路基路面材料的前沿科

学、撰写小论文情况；课上的出勤情况、与教师的互动情况；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全部作为评估指标，

对学生每一阶段的学习成效进行高效地把握，不仅实现了对学生整个教学环节的参与程度和能力水平的

考核，也有利于教师对学生现存问题的监控，以便及时地进行查漏补缺，调整和改进教学。同时，通过

学校的专业竞赛，组织学生积极参加，以赛促教，对于优秀的作品给予一定加分，以此激发同学们的学

习热情。 

4.2. 设计涵盖培养目标的考核内容 

通过《路基路面工程》课程的学习，学生不只需要获得扎实的工科基础知识，还应具备一定的分析

计算、工程实践、自主创新、科学研究以及交流表达的素质能力，同时塑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仅

仅依靠一张试卷的内容，难以实现考查全面的目标，因此要对考核内容进行重置，设计涵盖培养目标的

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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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路基路面工程课程的培养目标,对考核内容进行重置。除教材上的理论知识外，引入工程实例，

组织学生分组研讨，进行课堂演绎，考查学生工程实践、团队协作和沟通交流的能力；对课外拓展知识

以报告或者小论文的形式进行考查，检验学生的创新探索能力；通过计算案例，评估学生的分析计算能

力；联合实验操作和企业要求，评价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对学生多层次、多角度的考核，促成学生能

力和素质的协同发展。 

4.3. 建立全面客观的考核主体结构 

考核主体是对学生进行最终整体评价的基本组成结构，多元化的考核主体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反

映学生的知识获得成果、能力培养效果、价值塑造结果。将授课教师看作考核的唯一主体，是主观的，

亦是片面的，也是有失公允的。 
《路基路面工程》在进行考查时，引入多元化的考核主体，对学生进行多方位的考评。例如在进行

分组讨论和分组作业时，除了教师对学生进行整体评价外，组内成员还要根据大家对团队的贡献进行互

评，这样可以相对公正地评价大家的劳动付出。同时，在课程结束后，学生对自己的知识掌握情况和能

力提升水平进行评价，帮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提高自己、完善自己，为后面的学习进行铺垫。另外，

学生家长、辅导员和企业等也作为评价主体参与到学生的最终考核中来，对学生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各

个方面进行评价。将以上考核主体的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得出较为准确的考核结果，克服单一评价主体

的主观片面性。 

5. 结论 

本文对传统单一的教学和考核模式发出挑战，对《路基路面工程》进行多元化教学和考核的课程改

革探索研究，最终建立了课前、课中、课后完整的教学体系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考核机制，取

得了一定成效。 
在教学改革方面，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通过知识的分解组合，将多种教学模式进行融合，构建

多样的线上学习资源，引导学生课前预习，加强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将案例融入课堂教学中，用以

辅助教学本体知识的理解，丰富课堂内容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翻转课堂，抛出问题，让学

生主动探究和研讨，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当中，活跃学生的思维；OBE 教学理念，课后布

置随堂作业，促使知识向成果转化，学生运用课堂理论知识处理实际问题，提高自身的工程实践能力；

组建课程交流讨论群，方便对知识点进行查漏补缺，形成闭合的反馈机制。在考核改革方面，通过重构

考核方式、重设考核内容、重置考核主体等方式，改变固化的考核模式，促使考核机制多元化发展。 
通过此次教学改革探索研究，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方面的要求孕育到教学和考核的

各个环节中，使学生在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培养其自主学习、独立探究、实践应用以及沟

通组织等方面的能力，另外，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为今后择业就业奠定坚实的理论和

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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