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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 要铱路桥施工实训对锻炼学生实践能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是如今的结构施

工的实训课存在着许多问题。将仿真技术带入到实训课中，利用实践的手段来弥补平时路

桥施工实训中的不足，能大幅度提高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论文就主要讨论路桥施工仿

真实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的优势与劣势。

揖Abstract铱The practical training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link for

students to exercise their practical ability. By introducing the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practical training, and making use of the practical means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practical training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can be

greatly improved. This paper mainly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imitation to the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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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学生的应用能力以及

动手能力具有越来越高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高职学校如何

能够对自己有限的教学资源条件进行充分的利用，从而将不

仅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同时又具备较高的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

才培养出来，已经成了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了对培养应

用型人才的新途径进行积极探索，构建实践教学的新模式，可

以通过仿真平台的创建，不断地针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强

化，最终能够与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相适应，满足社会对实践型

人才的要求。

2 仿真技术存在的必要性

2.1 工程类专业改革发展的需要

为让高校道桥工程系毕业生，毕业后和工地现场尽可能

实现零接轨。高校道桥系教学改革应该从以前的以课堂为中

心的模式，改为“工学结合”。想尽一切办法让学生多了解和熟

悉施工现场，尽可能地使现场和课堂相结合，使理论和实践有

机结合。因此，对高职院校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深

入的研究，已成为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

研究课题。

2.2 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需求

交通运输行业公报资料表明：截至 2015 年年末，中国公

路通车里程达 4.5753伊106km。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仍需建设大量的公路，因此，在公路的设计、施工、养

护等方面迫切需要大量拥有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的人才 [1]。

对于在传统的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理论和实践不能有

机地结合到一起，有些施工人员甚至有些项目经理只是在施

工时候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为什么却不知道。高校应培养出

理论和实践能够很好地结合的优秀毕业生，才能使毕业生在

现在市场经济下有竞争力，使院校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3 仿真技术对路桥施工实训的必要性

如今的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向前不断发展，所以施工的材

料也在不断朝着低污染，高质量的发展。教材上对路桥施工的

数据不能做到与时俱进，不能实训最新的东西。但是仿真技术

就可以第一时间建立实训模型，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路桥施工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带着学生到现实的工地

上实训，操作难度系数较大。但是如果单单只靠着老师的讲

解，学生只能知道表面意思，深度理解，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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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应用就是室内照明设计。室外照明设计，不仅需要满足人

们基本的照明需求，还需要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和自由的生

活环境。例如，中国某地区的室内电气照明节能设计单位，在

进行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应用了提高减光系数

以及灯具利用系数的设计方式，提高了室内空间照明的亮度

对比，取得了较高的设计效果。因此，设计单位需要合理选择

照明设备，结合室内照明的亮度要读，提高室内的照明均匀

度，同时提高室内照明设备的照明质量，保证其照明效果。

3.2 注意优化照明配电节能

设计单位还需要注意优化照明配电节能，提高智能照明

控制系统在电气照明节能设计中的应用效果。例如，设计单位

在实际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可以采取提高电压质量的方式，

控制电压内部存在的闪变、波动以及电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以此来提高照明效果。另外，设计单位还可以对照明系统的谐

波数量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平衡分配三相配短干线当中的

各项照明负荷情况，避免照明设备出现频闪的现象。

3.3 学会合理的使用自然光源

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中合理应用自然光源，可以降低建

筑照明对电能的依赖程度，从而达到节能环保的要求。在具体

的应用过程中，设计单位可以结合建筑物采光的位置和角度

等，对自然光进行合理化的设计，从而提高自然光的应用效

率。另外，设计单位还可以在建筑物的外墙结构中，设置形状、

大小各不相同的洞口，并安装透光性较好的材料，在合理利用

自然光的同时，也可以有效避免建筑物室内环境对于自然风

雪雨水的影响，保证建筑物的使用效果。除此之外，设计单位

还可以配合性能品质都较好的导光管系统，以此来提高建筑物

电气照明的能源利用效率，满足中国的节能环保的要求[3]。

4 结语

综上所述，照明系统是中国建筑电气系统中的核心系统，

将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应用到电气节能设计中，可以有效提高

建筑照明的低碳性和环保性，提高人们的照明舒适度，因此，

设计单位需要加强对智能照明控制系统的分析，充分发挥智

能照明控制系统的作用，提高电气节能的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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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技术就可以有效地建立出实训模型，让学生深度了解路

桥施工的原理以及工序。

路桥施工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但是

由于大部分的高校的真正实训的时间比较短，实训时设备也

是不能普及到所有学生，很难保证学生参加实训课后的学习

质量。但是仿真技术可以确保每个学生连续不断了解路桥施

工的流程，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有效地参与到实训中来，确保实

训的质量。

路桥施工时包含的工艺比较多，流程比较复杂并不能通

过简单的重复性作业就可以学会。仿真技术就可以让学生在

具备一定理论知识的储备上，可以在根据道路桥梁设计及施

工规范改变数据的方式，合理地教导学生施工的工艺和质量，

增加学生对路桥施工整体过程以及质量的认知。

4 路桥施工仿真实训的功能

学生在对路桥施工仿真实训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规范需

要以及条件要求进行自主的删减或任务设置，然后根据任务

将自己平时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有效地结合在一

起，模拟实际的路桥施工过程来完成路桥施工仿真实训任务；

在路桥施工仿真实训过程中，学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施工过

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整个工序，熟悉施工的流程，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

教师可使用路桥施工仿真实训过程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联系在一起，提高教学效果；也可为教师在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融合一体化研究方面，能够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改善教

师的教学方法。

5 结语

现在很多高校的毕业出来的学生，理论知识很丰富，但是

一旦运用到实际，就不知道怎么做。施工仿真实训教学的实

施，可以帮助高校更好地让学生了解到路桥施工的知识，打破

了空间上对实训课的限制；便于学生更好地学习，提高了学习

的主动性。施工仿真实训教学需要与理论知识“密切合作”，不

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不断为国家输出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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