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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与问题 

1.1 背景与需求 

新世纪开始，全球化不断深化、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对传统土木

建造类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2020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研究生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培养

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李克强总理做出批示，指出研究生

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 

双一流大学研究生培养是满足拔尖人才培养需求的主战场，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在人工智能科技变

革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与新形势下，培养拔尖创新型土木建造

类研究生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

求的重要举措。 

1.2 解决的教育教学问题 

传统土木工程学科聚焦于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

需求培养创新型研究生，需要集中解决如下三个教学问题： 

（1）培养理念陈旧、知识结构单一 

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土木建造类研究生培养理

念陈旧。培养方案不合理、知识老旧、更新缓慢，课程设置偏重于理

论的“集中”和“精专”，导致学生知识面窄，解决实际复杂工程问题能

力不足。研究生培养严重滞后于以智能化、数字化为导向的社会拔尖

人才需求，解决社会经济主战场综合复杂问题时效能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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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模式滞后、资源配置不足 

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土木建造类研究生培养模式

单一、滞后。学术与工程大师级、学科交叉型导师引育乏力，研究生

培养可依托的科产教平台、教学项目、科研项目和工程项目和级别偏

低、数量偏少。从而导致研究生培养目标偏低，就业服务国家重大需

求时创新发展潜力受限。 

（3）培养体系固化、国际视野局限 

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传统土木建造类研究生培养体系

固化，严重落后于当前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填鸭式”培养方式缺乏

创新性引导，全球学术课程等国际化教学资源缺乏，欧美日院士等国

际大师欠缺，研究生国际学术视野拓展受限。导致所培养的研究生在

探索与解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问题时的创新能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