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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way computer-aided engineering" developing based on CAD technology, which the main 
train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civil engineering students must master the basic skills of the computer. The 
course is characterized by a number of edge disciplines, relying on computer knowledge, which require stu-
dents high ability, and not easy to grasp. In view of th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shortcomings in teaching, and makes som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the course to achieve the pur-
pose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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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路计算机辅助工程》是基于 CAD技术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主要培养交通土建和土木工
程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计算机基本技能。该课程的特点是涉及多门边缘学科、依赖计算机知识强、要
求学生动手能力高，不容易掌握。本文针对该课程的教学特点，分析了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对该课程
做了一些改革探索，达到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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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算机辅助工程，简称 “CAE”，是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的缩写，它是把计算机应用于工程
规划、设计、管理等的统称，将计算机应用于公路工

程的各个领域就是公路计算机辅助工程[1]。目前计算
机在公路工程领域用得最广泛、最透彻的是设计领

域，即公路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除此之
外，计算机还广泛用于公路工程的造价编制系统、路

面管理系统、试验管理系统、竣工资料管理系统等

等。所以，该课程涉及到 “计算机图形学 ”、
“AUTOCAD”、“计算机软件工程学”及各专业知识等
多门学科，存在教学任务重广、教学课时少、教学难

度大等问题[2]。为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笔者经过多
年的教学总结，对该课程做了一些教学改革和探索。 

2 教学现状与不足 

《公路计算机辅助工程》课程的目的是通过课堂

讲授、课外作业和上机操作等教学环节使学生掌握公

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基本理论，熟悉公路工程分析与

计算方法，为完成道路工程专业方向的毕业设计打下

必要的基础。该课程所涉及到的基础理论技术包括：

图形处理技术，比如自动绘图、几何建模、图形仿真

及其他图形输入输出技术；数据管理与数据交换技

术；工程分析技术；文档处理技术；软件设计技术等

等。其中，计算机图形和几何造型技术：计算机图形

和几何造型技术是运用解析数据描述工程实体的点、

线和面的位置，然后用几何造型技术构造工程实体的

解析模型，也是 CAD 系统中的核心技术。数据库技
术：描述工程实体的解析模型需要大量的数字、符号

和其他各种信息，统称为数据，数据按一定的规则组

织起来，形成有效的组合体，即所谓的数据库。数据

采集和输入技术：传统测量方法：经纬仪、水准仪、

平板仪等进行导线、平面和纵横断面的测量，费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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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很难满足快速高效 CAD 的需求。现代数据采集
方法：地形图数字化、现代地面速测、航空摄影测

量、GPS测量、RTK 测量、无人机测量等等。设计方
案优化技术：快速形成多个方案并选择优化参数、评

出最优化方案的技术。集成化技术：集成化系统的发

展是当今 CAD 技术的主要趋向之一，从工程规划、
设计、施工和管理，可以统一享用共享的地理信息系

统和工程数据库，在评价、决策、分析、计算、管理

等各方面构成一体化的计算机辅助系统，即 CAD 系
统。智能化技术[1] [3]：通过分析人类的智能活动，
力图由计算机实现类似的功能。该课程的任务是通过

学习，要求学生掌握： 
使学生具备公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的组成及其

开发的基础知识，包括公路规划和设计中的数据采

集、处理以及计算机建模等方面的内容。 
培养学生能利用计算机解决本专业和相关领域中

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了解国内外公路设计的计算机软件，包

括开发这些软件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根据笔者在教学过程过程中的经验，发现该课程

授课时经常存在以下问题： 
最初学习 AutoCAD 时，动手能力不行，不求甚

解，综合运用能力差，满足于对绘图命令的简单操

作；目前，我校该课程的讲解没有安排在机房教学室

进行，只是采用老师上课讲授与学生下课上机相结合

的方式，这不利于学生吸收消化上课内容。 
前续的相关专业课程学得不扎实，比如画法几

何、道路勘测设计、小桥涵勘测设计、施工组织设计

等课程学得不好，导致专业素养不够，不能理解软件

的设计内涵； 
学生中往往存在两种情况，一类是死记硬背软件

中的绘图命令，弱化实际动手绘图；另一类是动手能

力很强，但是不会记忆和总结绘图命令，离开鼠标和

工具栏按钮就无法进行绘图。 

3 教学改革与探索 

3.1 探索教学模式，首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动力 

教学模式有很多种，其中主要的模式包括国际权

威的“情境-问题-假设-推理-验证”模式，也有赫尔巴
特的“明了-联想-系统-方法”模式，还有国内普遍采

用的“引发动机-感知-理解-巩固-运用-检查”模式。
我国大部分学生适合采用上述第三种教学模式，其最

大的理论特点就是在学习之初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动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在该课程的第一堂课程的

讲述中，笔者总是先演示一些公路设计软件、涵洞设

计软件，或展示一些公路大型结构物的设计成果图，

让同学们叹为观止的同时，对该课程将要学到的知识

充满好奇、充满期待。让同学们感受到，过去学习

《道路勘测设计》课程是做了一个月的课程设计图

纸，在运用专业软件绘图时，只需要几分钟或几秒钟

就能瞬间完成[4]。 

3.2 教、学同步进行，边讲边练，讲练同步 

建议将授课教室放在机房，并增设投影系统，将

学生的实训计算机和老师的讲课投影仪放在一起，一

人一机，授课教室与实训教室合二为一，老师在上面

讲，每个学生可以在下面跟着老师实操[5]。老师讲完
一个命令，学生马上也实操完成了该命令，这样便于

学生及时领会、吸收、巩固知识点。避免传统的教学

过程中，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只能在下面做笔记，等

下课以后再到机房上机，再慢慢回忆老师讲述的内

容。在每个学生的实训计算机里，都尽可能多地安装

一些实用的计算机软件，比如路线大师、桥梁大师、

WCOST等等，供同学们摸索、学习。 

3.3 学软件与学专业同步进行 

专业设计软件是建立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的，学

生学习软件时，必须经常给学生复习一些专业知识，

比如讲授道路平面设计、纵断面设计、横断面设计

时，我们往往需要把《道路勘测设计》课程中关于纸

上定线、越岭线、沿溪线等理论再次给学生复习一

下，甚至要进一步解释基本型曲线、卵型曲线、复曲

线的基本概念。笔者的通常做法是讲课之初，先给同

学们提供某条公路的设计全套文件，从平面位置图开

始，到设计预算表，让同学们利用课外时间好好阅

读，如果遇到看不懂的地方，要求他马上去找专业书

籍，查漏补缺，扫除盲区。 

3.4 布置小组作业，进行综合训练 

将同学们每 5 个人分成一个小组，组员之间互相
帮助，互问互教。这种同组之间的互相学习让每个同

学都很放松，也很享受。每个组员要求完成一张设计

图纸，提交电子图纸和纸质打印图纸作为平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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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的内容不进行限制，题材自选，同学们可以绘制

一座涵洞设计图、也可以绘制一个小桥三视图，还可

以是一幅透视图，同时要求每个学生设计一个自己的

电子签名。有条件的组，要求他们以组为单位完成一

份大型的设计方案，比如某个立交的设计。 

3.5 改革考核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原来，该课程的考试是笔试，重点考核学生对知

识点、对绘图命令的记忆和掌握，后来，教学大纲修

改时，把考核分为两部分：期末笔试占 70%，平时上
机作业和表现占 30%，这可以让同学将理论和实践结
合起来,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笔者参与的
教改课题，致力于建立一个题库，采用驾校考试系统

模式，在电脑上直接抽题，直接作答，直接操作，自

动计分的考核系统。 

4项目基金 

重庆交通大学 2016年度实验教学改革与研究基金
项目“《公路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实验教学研

究”。 

5 结语 

总之，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改进是个永无止境

的课题，笔者在《公路计算机辅助工程》课程教学

中，通过运用上述教学改革成果，获得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希望进一步总结，让学

生在《公路计算机辅助工程》课程中做到理论知识与

实践能力更好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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