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土建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推进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一、党的领导 
在学校党政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土木工程学院党委团结带

领全院师生员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学院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

决定、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为学院建设发展

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校党委书记姜朋明巡学旁听土木工程学

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土木工程学院党委召开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

治党工作推进会 
学院抓牢课堂教学第一课堂，将思政元素落实到人才培养方案、教

学大纲、教案课件编写等各环节。以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为立足点，

鼓励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专任教师、基层党支部联合申报和推动教学

改革项目实施。成立青年教师发展委员会，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

引导。 

  
党委书记姜朋明为本科生讲授党史专题

思政课 
土木工程学院成立青年教师发展委员会 

  



 

二、质量保障能力 
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是学院照镜整冠、观心自省、蜕变求进的一

件大事，是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学院成立评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详

细的评建工作方案，压实评建责任，稳步推进评建工作。组织全院教职

工学习评估工作指南及评估指标体系定量指标计算方法，统一评建思

想，在全院上下营造良好的评建氛围。 

  
副校长唐柏鉴做“铸质量标准体系、育

追求恒久之人”的专题讲座 
土木工程学院召开本科教育教学 

审核评估动员大会 
学院成立了教学质量督导组、教学巡查组、为本科教学质量监控提

供了组织保障，建立了各教学环节的自主监测与评价体系，形成定期评

估、主动改进的良好运行机制。开展示范教学文件评比、教师教案、微

课比赛、教学活动研讨会等形式多样的教研活动，建立了三机制-三循

环-三举措的质量保障体系，推进教学质量建设。 

  
自主监测与评价体系 质量保障体系 

  



 

三、教育教学水平 
1.机构设置： 

 

2.专业建设： 

 
3.成果奖励： 

 
 
 



 

4.师资队伍： 

 
5.省级优秀团队： 

 

四、人才培养成效 
1.学生就业、升学情况： 
我院近三届本科毕业人数为 1301 人，其中签订劳动合同人数为

889 人，占我院毕业生人数 68.3%；升学（包含出国、出境）毕业生人

数为 328 人，占我院毕业生人数 25.2%。近三年，我院毕业生就业和升

学人数维持在 97%以上，毕业生就业质量稳定。 

 

 

 

 



 

2.近 5 年学生获国际、国内高等级竞赛奖项（部分）： 

 
3.人才培养定位： 

 
4.优秀毕业生典型案例： 
学院办学 40 年来，已培养毕业生万余名，早期的毕业生中已取得

了骄人的专业业绩。部分毕业生走向重要领导岗位，如上海市副市长、

苏州市吴中区区长、苏州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院院长等。近年来的毕业生中涌现出江苏省三

好学生，中国土木工程学会高校优秀毕业生等。 

 



 

 

 

严欢 

曾获国家奖学金、茅以升铁道希望之星奖、江苏
省三好学生、江苏省高校省级优秀毕业生、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二等奖、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二等奖、国
际混凝土龙舟大赛二等奖、校特等奖学金、校三好学
生等。 

 

王研州 

曾获国家奖学金、朱敬文特别奖学金、校特等奖
学金，校青年五四奖章、校优秀学生干部标兵，被评
为江苏省三好学生、校三好学生标兵。为苏州科技大
学 2022 年大学生年度人物。 

 

5.产教融合育人成效： 
学院近年来高度重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土木工程专业入选江苏

省卓工 2.0 专业建设计划，课程《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 A》入选江苏省

产教融合型一流课程立项建设名单。 

  



 

五、特色及创新做法 
特色 1：设立“钱七虎卓越班” 
学院设立“钱七虎卓越班”和“钱七虎奖学金”，致力培养“有品

德、有才干、有情怀、有担当”，能够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需要，在大土木等领域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卓越人才。 

 
特色 2：积极申请设置新专业 
为了应对建筑业转型升级需求，同时结合苏州市入选智能建造试

点城市，申报新专业智能建造并获教育部批准。 

 
特色 3：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学院积极构建地方本科院校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注重



 

学生创新和工程能力的培养，设置三个教育模块，进行四个层次的教育，

培养出土木工程专业“1234”应用创新型人才。 

 
特色 4：建立协同育人新机制 
创建高校、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四方协同的育人新机制，在课程

建设，教材建设、团队建设、平台建设、育人路径、创新实践、质量评

价、文化建设等八个方面加强合作。 

  



 

六、持续改进 
1.课程体系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课程群，提质核心课程 

 
2.师资队伍：强化专业素质，内培外引，优化师资结构 

 
3.实验平台建设：进一步搭建综合性、设计性、开放性的实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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