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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双碳”国家战略的提出和推进，让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改革更加迫在眉睫。本文旨在探究土

木工程专业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从而为专业人才培养、建材产业的绿色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

做出贡献。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加强学生对环境保护、能源利用和可持续建筑设计等方面的知识教育；

注重实践教学，鼓励学生参与碳减排、绿色建筑等实践与研究；提供机会使学生参与企业实践项目，为

行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在实践中，土木工程专业教学需要转变思路、更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

学生的环境意识和责任感，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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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posal and promotion of the “double carbon” national strategy have mad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ivil engineering more urg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necessity and direction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ivil engineering specialty, so as to make con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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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ions to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building mate-
rials industr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ouble-carbon goal.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strengthen students’ knowledge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uti-
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pay attention to practical teaching and encourage stu-
dents to participate i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green building and other practices and research;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enterprise practice projects and inject fresh 
bloo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In practice, the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needs to 
change ideas, update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cultivate students’ environmental aware-
ness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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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报告明确表示，中国将努力在 2030
年前实现碳排放峰值，并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这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关

系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筑业的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的近一半，因此在实现温

室气体减排目标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土木工程专业为例，土木工程专业是建筑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教学改革，以适应“双碳”国家战略的要求[2]。因此，在“双碳”国家战略的背景下，

结合新工科建设的契机，培养具备学科交叉和工科理科能力叠加的新工科创新型人才，是本科教育教学

改革的重点。这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双碳”目标提供人才保障的重要举措，这对于建筑行业实现碳中和

目标以及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2. 土木工程专业与碳中和碳达峰的关系 

土木工程学科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学科，它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学科，在我国的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在“双碳”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土木工程学科本科生培养需要更加注重

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具备绿色设计、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能力和

素养[4]。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土木工程学科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

发展，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高校应该加强对土木工程学科本科生的培养，推动教

育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碳中和碳达峰目标贡献力量。 
目前，国家的传统工科教育与国家战略，尤其是碳中和产业需求之间仍然存在脱节[5]。此外，国内

高等学校的土木工程学科方向在培养“双碳”人才方面的意识仍然不足，需要加强对土木工程学科本科

生的培养。此外，高校应该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推动产学研结合，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精神。同时，高校还应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前沿思维的优秀教

师，推动学科的发展和创新。《重庆科技学院“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提出“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对高校学科专业内涵建设、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是学校面临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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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挑战。“双碳”政策的提出，为土木工程专业教学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3. 双碳目标下土木工程专业教学改革思考 

3.1. 研究意义 

3.1.1. 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土木工程专业是建设行业的重要专业之一，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也尤为重要。通过增加环保课

程、引导学生参与环保实践能够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使其在未来的工作中能够更好地履行环

保职责。同时，这也符合国家“双碳”战略的要求，能够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 

3.1.2. 推动土木工程专业的转型升级 
“双碳”国家战略的出台，对土木工程专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推动专业转型升级。通过课程设

置的改革，引入新兴环保技术和相关法律政策，推动专业变革和创新，培养适应绿色建设要求的工程技

术人才，为“双碳”国家战略的实现做出贡献。 

3.1.3. 提高教学质量和实践能力 
“双碳”国家战略的实施需要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研究实践能力和技术水平，并能够灵活

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教学中，应当注重技能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并与工程实际操作紧密

结合起来，使学生的专业技能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实践。这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 
本科阶段是专业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为了适应国家“双碳”理念和实践的要求,土木工程专业的教

学中应融入“双碳”背景下存在的共性基础科学问题，进行教学改革研究和实践。这是高等学校为国家

“双碳”相关行业提供高水平、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储备的重要举措。 

3.2. 研究基础 

重庆科技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已开展多届本科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团队骨干具有教学培养实践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团队骨干具丰富的的素养和实践经验，

熟悉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实际情况，能够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差异化的教学设计，并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

方法，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同时，教师团队骨干还具有丰富的教学评估经验，能够

有效评价教学效果，为下一步的教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在课程实践环节中能够为学生提供技术指导和

实践支持，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提升。 
二是研究团队具有丰富的教学改革经验。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改革中，研究团队将采用多种教学方

法和手段，通过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不断完善和创新教学方法和理念，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提高教学

质量和效果。团队成员借鉴国内外教学改革的经验，组织开展课程案例设计、校内外教学互动、课堂进

阶教学等多种教育教学活动，形成有益的教学氛围，提高课程实效性，加强师生互动交流,从而不断创新

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培养符合“双碳”国家战略要求的人才。于此同时，研究团队还可以连同学生参

与到课程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促进学生思维方式的升华，拓展视野和能力。 

3.3. 研究内容 

3.3.1. 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 
土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往往是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这些课程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到毕业生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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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就业竞争力。在培养目标上，根据碳中和目标和专业发展需求，土木工程专业旨在激发学生对碳中

和相关行业的兴趣和动力。它鼓励学生既能在建筑工程领域从事工程设计和生产施工工作，又能够开展

与碳中和碳达峰领域有关的“去碳”目标战略需求设计，并能从事相关的管理与研发工作。这种培养目

标需要将环保、能源消耗、碳减排等方面融入课程教学与实践中，以提供更加具有环保、节能、可持续

发展的解决方案。最终目标是产生能够满足“双碳”国家战略需求的专业人才，促进土木工程学科的可

持续发展。 

课程设置上，土木工程专业需要重新审视核心课程的内容。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讲授知识，而新型教

学方式注重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化[6]。因此，应该采用不同的教学技术和手段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例

如，分类教学、课程组织等方法，让学生更加充分地了解和使用相关课程，更加深入地掌握知识。同时，

课程需要被更新，以便更好地适应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需求。应该加入新的课程，如可持续建筑和生态建

筑等相关课程，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3.3.2. 教学理念和课程内容 
在教学理念上，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工具的优势，并注重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方

法。善于利用高质量的在线教育资源，例如慕课和共享课程，以引导和启发学生的思维，使他们积极参

与课堂教学，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此外，还将通过典型案例和实例，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实现

“双碳”目标的意识，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思想引领作用，形成协同效应，提高学生的理想信念和

道德情操等良好素养。 
在课程内容上，随着碳中和、碳达峰相关行业的迅猛发展，学科交叉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想要高

质量地实现碳中和目标，学科交叉是唯一的途径。通过跨学科思考，能够高效地解决行业瓶颈，推动技

术发展。对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而言，除了掌握相关基础理论和技能外，还应该具备在化学、物理、

力学及材料等多个学科方向与理念进行交叉思考的能力，将所学知识灵活应用，以解决碳减排目标所面

临的难题。具体课程内容包括热力学，储层地质学，压裂力学等理论知识。除此之外，还应该加强人文

素质课程的教学，如文化、法律、经济等。 

3.3.3. 课程实践和评价机制 
课程实验、实习、课程设计以及学科竞赛等实践环节是检验和改善教学效果的重要措施。随着碳中

和和碳达峰目标的引入，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必须配备相应的实验和实习环节，以

确保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同时，应当利用政策指引和宣传推广，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节能减排

和创新创业等学科竞赛，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实践能力。 

3.3.4. 校企合作，加强本科生实践参与度 
为了加强校企合作，提高本科生实践参与度，首先，我们应该建立校企合作的联合实验室。学校和

企业可以在本科生实践教育的基础上，建立校企合作的联合实验室。通过实践项目，让学生跟随企业导

师实践，紧贴实际工作，提高实践能力。其次，对校企合作项目进行评选和激励。可以通过评选优秀校

企合作实践项目、颁发实践证书、组织比赛等方式，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校企合作项目中，完善本科生

实践教育体系。最后，增加常态化的校企交流机会。学校和企业可以定期举行交流会、座谈会、研讨会

等活动，让学生了解双碳相关企业的新技术、新成果，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4. 结语 

当前，在中国各行各业，双碳目标已被确定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然而，在土木工程相关的

行业中，碳排放量相对较高，因此该行业面临的压力更大，只有解决能耗大、材料消耗量大和污染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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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才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本文详述了土木工程专业教学改革的必要性，这对于人才培养、

土木工程专业相关产业的绿色转型以及实现双碳目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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