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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概论（06393）》自学考试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土木工程概论》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程造价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属统考课程。设置本

课程的目的是向学生着重介绍土木工程专业的基本内容，帮助学生了解土木工程所涉及的范围、

成就和新发展等情况，并在进行工程教育的过程中告诉学生从事土木工程专业的思想和方法。 

本课程作为一门宏观性、概述性的课程，旨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树立强烈责任感

和使命感，增加主动学习意识，使本门课程成为学生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动力源。该课程为专

业先修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对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兴趣及了解相关的土木工程常规知识。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设置的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让学生初步了解土木工程和土木工程专业，通过

学习土木工程的发展史、土木工程的研究内容、土木工程的建造与管理、土木工程防灾减灾、

数字化技术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和智慧城市等内容，通过对土木工程建设国情的了解使学生增

加对土木工程的了解和专业的学习兴趣，为后续基础课、专业课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土木工程中的一般知识，了解建筑工程、地下工程、桥梁工程和道路

工程等基础知识，并对土木工程建设中的设计、施工和管理等一般概念及土木工程的新技术和

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了解。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本门课程是一门入门专业教育课，入学即修，是本专业其它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前

导课程。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共 12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土木工程材料、地基基础及地下工程、建筑工程、交

通土建工程、桥梁工程、港口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施工与建设项目管理、土木工程

防灾与减灾、数字化技术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智慧城市和土木工程。课程重点对土木工程涉

及各个分支学科内容的认识和了解，难点在于对数字化及工业化在土木工程领域的应用方面的

深入认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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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目标 

本课程考试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考核要求分为“识记” 、 “理解” 和 “应用”三

个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 

（一）识记 

考核考生对本课程有关的名词、概念和基本知识的正确记忆，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

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二）理解 

考核考生在识记的基础上，熟悉本课程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它们之间内在的联

系，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三）应用 

考核考生在理解的基础上，科学地分析和解释有关现象，掌握基本理论和原理，运用有关

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

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三、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第一章  绪  论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理解土木工程概论课程的任务，重点理解土木工程的内涵，掌握基本概念，了解土木工程

的功能和作用。了解土木工程的内涵及古代土木工程、近代土木工程和现代土木工程的发展历

史，让学生拓展土木工程工作者责任和使命，引导学生树立本专业的荣誉和兴趣。了解土木工

程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了解土木工程教育及土木工程师执业的相关内容，使学生对土木工程

专业学生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素质要求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让学生树立学习土木工程的责任感和

荣誉感，学好本领，准备为国家基本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二）课程内容 

1.1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任务 

1.2 土木工程发展概述与未来 

1.3 土木工程学习与土木工程师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土木工程的定义；(2)土木工程发展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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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1)土木工程建造理论的发展历程；(2)土木工程建造材料的发展历程。(3)土木

工程建造技术的发展历程。 

3. 应用：（1）土木工程师具备的基本素质；（2）从土木工程建造理论、建造材料和建造

技术分析土木工程典型案例。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内容是土木工程的发展历程；难点为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关系。 

第二章  土木工程材料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土木工程材料的发展历史及发展方向，了解常用工程材料的性质及用途。了解土木工

程结构的基本结构形式。理解土木工程材料与工程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 

（二）课程内容 

2.1 土木工程材料与工程结构的关系 

2.2 土木工程材料的主要属性、特点 

2.3 日新月异的土木工程材料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常用工程材料的定义、分类性质和用途；(2)砂浆的定义、分类、性质和用途，

砂浆的强度等级；(3)混凝土的定义、分类、性质和用途，细骨料、天然砂和粗骨料的分类；混

凝土的强度等级划分及其代表的意义；(4)钢材、型材、钢筋的分类，钢筋按抗拉强度的分类，

钢材的力学性能和抗拉性能。 

2.理解：(1)混凝土的优缺点；(2)钢筋混凝土的特点。 

3.应用：(1)普通工业和民用建筑物常用到的建筑材料；(2)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的优点。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在对主要工程材料的认识，难点是土木工程材料与工程结构之间的关系理解。 

第三章  地基基础及地下工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各类土木工程中的地基的功能和要求，理解地基处理的基本技术手段和方案选择，了

解开发地下空间的意义和建设地下工程的类型。 

（二）课程内容 

3.1 地基 

3.2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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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均匀沉降 

3.4 地基处理 

3.5 地下工程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土的分类，土的工程特性； (2)地基的划分；(3) 地基处理的常用方法。(3)

地下工程的分类和常见的各类地下工程。 

2. 理解：(1)地基与基础的协同作用；(2)根据建筑物的结构形式和地基情况，选择合适的

基础形式。 

3.应用：(1)地下空间开发的必要性；(2)地下综合管廊在未来城市建设中的意义。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为地基与基础、基础工程与地下工程的区别；难点在于地基处理方法的选择。 

第四章  建筑工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建筑工程的结构形式及其新发展。了解建筑工程的主要结构形式及适用范围，建筑工

程结构的最新进展。 

（二）课程内容 

4.1 基本构件 

4.2 房屋的组成 

4.3 建筑及结构类型 

4.4 特种结构 

4.5 未来展望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定义，房屋建筑的分类;民用建筑、工业建筑的定义；(2)

单层建筑分类，单层工业厂房的分类；(3)多层建筑的结构形式;框架结构的定义和按所用材料

分类；(4)大跨度建筑的结构体系；(5)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的定义；(6)高层建筑物的分类；

(7)高层建筑结构体系。 

2. 理解：(1)高层建筑物的特点；(2)建筑结构的几种形式的选择。 

3. 应用：(1)根据建筑物的层数选择合适的结构形式；(2)分析和评价低层建筑物应采用的

结构形式。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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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是房屋结构的体系类型及其特点；难点是高层建筑结构选型。 

第五章 交通土建工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道路工程、铁路工程、机场工程、隧道工程等交通土建工程的结构形式及其新发展。

了解各类交通土建工程的主要结构形式及适用范围及其发展。 

（二）课程内容 

5.1 道路工程 

5.2 铁路工程 

5.3 机场工程 

5.4 隧道工程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我国道路的现状及分类；(2)公路的定义和分类；(3)城市道路的定义和分类；

(4)普通公路的横断面组成和路幅分类；(5)公路路基的要求、横断面形式;公路路面的要求和按

力学性质分类；(6)城市道路的功能；(7)高速公路的定义、特点和沿线设施；(8)我国铁路的现

状及分类； (9)隧道工程的分类、隧道施工技术；(10)隧道工程的发展趋势。 

2. 理解：(1)我国道路、铁路的现状和分类；(2)道路和铁路横断面形式；(3)道路路基和

路面的组成和要求；(4)隧道工程与地下工程的区别；(5)公路隧道与铁路隧道的差异。 

3. 应用：(1)彩色路面的发展；(2)高速铁路与一般铁路的技术区别。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是对各种路面的区分；难点是隧道工程的分类及其施工技术方案选择。 

第六章  桥梁工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桥梁工程的结构形式及其新发展。了解各类桥梁工程的主要结构形式及适用范围，各

类桥梁工程的最新进展。 

（二）课程内容 

6.1 桥梁的分类 

6.2 桥梁的规划和设计 

6.3 桥梁的结构形式 

6.4 桥梁的墩台与基础 

6.5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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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桥梁的组成；(2)桥梁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和桥面构造的组成；(3)桥梁孔径、

桥梁全长的定义；(4)桥梁的分类。 

2. 理解：(1)桥梁工程的发展特点。 

3. 应用：(1)桥梁设计要点。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是桥梁结构的基本体系及其受力特点；难点是对桥墩和桥台在受力上的异同之处

的理解。 

第七章  港口工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港口工程的结构形式及其新发展。了解各类工程的主要结构形式及适用范围，各类港

口工程结构的未来发展前景。 

（二）课程内容 

7.1 港口的定义 

7.2 港口的分类 

7.3 港口的主要特征指标 

7.4 港址的选择 

7.5 港口的组成 

7.6 港口的布置 

7.7 码头建筑 

7.8 防波堤 

7.9 港口仓库与货场 

7.10 我国港口工程的未来发展前景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港口的定义；(2)港口的组成；(3)码头的布置形式； 

2. 理解：(1)港口的分类；（2）港口的主要特征指标；(3)港口仓库与货场的布置要求。 

3. 应用：(1)港口的选址要求；（2）港口工程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是港口的功能和选址要求，难点是对港口的主要特征指标理解。 

第八章  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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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水利水电工程的结构形式及其新发展。了解各类工程的主要结构形式及适用范围，水

利水电工程的前景展望。 

（二）课程内容 

8.1 农田水利工程 

8.2 水利枢纽工程 

8.3 水电工程 

8.4 防洪工程 

8.5 前景展望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农田水利的含义；(2)水利枢纽的定义；(3)水电站的构成； 

2. 理解：(1) 水利枢纽的综合性；（2）水电站的类型和各自特点；(3)防洪措施。 

3. 应用：(1)水利枢纽的综合性；（2）港口工程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是水利水电工程的建筑物组成及其各自功能理解；难点是水利水电工程与人类生

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第九章  土木工程施工与建设项目管理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土木工程建造和管理的基本程序，了解土木工程项目测绘、勘察、设计、施工管理和

使用管理的基本内容，引导学生认识土木工程从立项、测绘、勘察、设计、施工管理和使用管

理是一个科学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科学技术水平、经济能力和国家宏观控制等方面的复杂内容，

土木工程师应该有深入的思考和担当。 

（二）课程内容 

9.1 基础工程施工 

9.2 结构工程施工 

9.3 特殊施工技术 

9.4 施工组织 

9.5 工程项目管理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土方与基础工程施工中采用的主要施工工艺；(2)结构工程施工中脚手架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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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基本要求；(3)砌筑工程定义和施工的基本要求； (4)模板在设计和施工中的要求；(5)混

凝土工程施工工艺要求； (8)施工组织设计。(2)基本建设程序和主要内容。(3)招投标分类。 

2. 理解：(1)施工组织设计的基本内容；(2)施工组织设计的分类；(3)单位工程施工组织

设计的编制程序。(1)建设法规体系和常用的相关法规。(6)建设监理的范围和依据。(3)合同管

理的相关内容。(2)项目招投标的程序和基本原则。 

3. 应用：(1) 建设工程合同及其分类。 (5)工程项目管理的目标及特点。(1)工程项目管

理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的内容。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是土木工程施工技术的选择和施工要点；难点是理解工程项目目标管理的协同合

作实现问题。 

第十章  土木工程防灾与减灾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灾害的种类，特别对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水和风灾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解土木工

程可以防治以上灾害并简述其防治方法。引导学生认识土木工程防灾减灾的方法最为经济，高

水平的土木工程师可以用最经济方法实现防灾减灾的目标。 

（二）课程内容 

10.1 灾害的范围及危害 

10.2 工程灾害的类型与防治 

10.3 工程结构检测鉴定与加固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地震灾害的危害性及主要震害；(2)风灾害对各类结构的危害性；(3)火灾的

危害性；(4)爆炸灾害的危害性。 

2. 理解：(1)减轻地震灾害和风灾害的主要措施；(2)防治火灾的主要措施；(3)主要的防

爆抗爆措施。 

3. 应用：(1)建筑物加固和改造的原因和方法。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是对灾害及其防灾减灾含义的认识和理解；难点在建筑的维护、加固和改造的技

术方案。 

第十一章  数字化技术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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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数字化技术在土木工程的应用，土木工程智能建造，智能优化设

计、施工和使用管理必将成为现代土木工程技术的发展方向。引导学生积极学习现代智能技术

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意识，实现土木工程建造智能化，以减少人力和资源耗费的目标。 

（二）课程内容 

11.1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11.2 计算机结构设计计算与模拟仿真 

11.3 建筑信息模型（BIM）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现代科学技术推动土木工程发展的概况；(2)土木工程中的计算机应用技术；

(3)土木工程中的仿真技术；(4)BIM 技术。 

2. 理解：(1)智慧工地的现状和发展趋势；(2)智能建造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3. 应用：(1) BIM的应用前景。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是 BIM在各土木工程领域的应用现状和前景；难点是 CAD、CAE、CAM、CAI 等技术

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第十二章  智慧城市和土木工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了解信息化等技术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和发展，让学生形成数字化建造的理念。 

（二）课程内容 

12.1 智慧城市 

12.2 人工智能 

12.3 智慧建筑 

12.4 智慧建造 

12.5 智慧运维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1. 识记：(1)智慧建筑的含义；(2)土木工程中的计算机应用技术；(3)智慧运维的含义；

(4)智慧城市的内涵。 

2. 理解：(1)智慧建筑的关键技术；(2)人工智能在土木工程的应用；（3）如何在工程中实

现智慧建造的理念。 

3. 应用：(1) BIM在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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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本章重点是从了解智慧城市的支撑技术着手，理解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在土木工程中的

应用；难点是对相关概念内涵的理解。 

四、关于大纲的说明和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本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的。其

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度和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的范围和

标准。 

（二）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本内容与范围。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是对教材中核心知识点的凝练。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门课程教材选用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教材《土木工程概论》（第 5版），叶志明主编. 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 2月。 

（四）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本课程内容是学习本专业学生必须了解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本科生知道什么是土木

工程、土木工程学习那些内容，与自己所学专业有关的课程都有那些，各门课程之间有什么相

关性，土木工程建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本

科学习阶段就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事业与祖国的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我国基本建设的

主力军——建造师的初期培养打下基础，使他们具备一些关于土木工程知识的基本素养。课程

涉及木土工程领域的各个方面，涉及专业名词较多，需要学生结合课程内容进行必要的扩展学

习，领会其含义。在考核中以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和领会为主，考核土木工程各个专业和不同建

设阶段的相关概念、基本内容、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等方面等基本知识，其中涉及到专业理论

知识的不作为考核内容。 

（五）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考试方式为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分。 

（2）本课程的难易程度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等级，各等级所占分值一般为：2:3:3:2。 

（3）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为:单选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