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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土木工程概论》是江苏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程管理专业（专升本）的一门

课程。是土木类专业的入门课程，是一门重在建立概念、内容广泛、深入浅出、

启发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旨在为考生提供土木工程领域的全面概述。

《土木工程概论》涉及到建造各类工程设施的科学技术。包括建筑工程、桥

梁工程、隧道工程、铁路工程等。土木工程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和能

力，包括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丰富

的专业知识、具有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等。

二、课程目标

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使考生能够：

1.建立起关于土木工程专业及土木工程范畴的基本概念；了解土木工程的研

究对象和内容，了解土木工程与其他领域的联系，掌握土木工程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提高在土木工程领域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从学科概论的视角了解土木工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初步构建专业基础知

识体系。进一步激发对土木工程的兴趣、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建立自主学习的意

识。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土木工程概论》课程为工程管理专业的的先行基础课程，后续课程有《工

程项目管理》等。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重点为：土木工程材料、建筑构造、建筑结构形式、建筑施工技术、

建筑识图、道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铁路工程。

本课程难点为：建筑工程识图；建筑结构形式。

Ⅱ 考核目标

《土木工程概论》大纲对考试内容提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能力层次的要

求，各层次要求考生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为：

识记：要求考生识别和记忆土木工程有关概念、术语、定义，了解有关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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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操作。并能够根据考核的不同要求，做正确的表述、选

择和判断。

领会：要求考生能够领悟和理解本课程中各章节所介绍的相关土木工程专业

的一些具体的理论知识，并能利用简单的分析方法把正确的结论表达出来。

应用：要求考生能够依据已有的土木工程知识对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

析，得出正确的结论或做出正确的判断。

Ⅲ 课程内容与考核要求

绪 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土木工程专业及土木工程范畴的基本概念，理解土木工

程的分类，理解土木工程发展历史及发展趋势。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 土木工程与建筑工程

识记：①土木工程分类。

领会：①土木工程定义；②建筑含义。

（二） 建筑的发展历程

识记：①土木工程的发展。

领会：①古代发展历程；②近代发展历程。

三、本章的重点

本章重点：①土木工程的定义及分类。

第一章 建筑工程基础知识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建设项目的划分，理解基本建设程序与建设管理体制，

掌握建筑分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建设项目的划分

识记：①建筑工程建设项目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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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单项工程；②单位工程；③分部工程；④分项工程。

应用：①建设项目划分的目的。

（二）基本建设程序与工程建设管理体制

识记：①基本建设程序划分。

领会：①基本建设项目各阶段定义；②工程建设管理体制的目标。

应用：①基本建设项目各阶段的作用。

（三） 建筑分类

识记：①建筑三要素；②建筑分类；③建筑耐火等级；④建筑物耐久性。

领会：①按建筑物用途；②建筑高度；③结构类型；④抗震设防分类；⑤实

行建筑高度控制的地区；⑥建筑高度计算。

（四）建筑模数

识记：①建筑模数。

领会：①基本模数；②扩大模数；③分模数。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建筑工程建设项目层次划分及划分的意义。

本章难点：①建筑模数。

第二章 土木工程材料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了解土木工程材料的一般性质和主要工程材料的优缺点，了解土木工程材料

的种类、特点使用范围。掌握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能，重点掌握混凝土材

料和钢材等常见土木工程材料的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材料的基本物理性质

识记：①密度；②表观密度；③堆积密度；④密实度；⑤孔隙率；⑥材料与

水有关的性质；⑦材料的热工性质；⑧材料的耐久性。

领会：①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质。

（二）天然石材、烧结砖与砌块

识记：①建筑石材的分类；②砖的分类；③砌块分类。

领会：①天然石材的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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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①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三）无机气硬性胶凝材料

识记：①建筑石膏的特性；②石灰的种类。

领会：①建筑石灰的特性。

（四）水泥

识记：①水泥的种类；②常用水泥的特性及应用。

（五）建筑砂浆

识记：①砂浆的组成材料。

领会：①砂浆的技术性质。

应用：①砂浆的和易性。

（六）混凝土

识记：①混凝土组成材料；②混凝土的长期性和耐久性；③混凝土的变形性

能。

领会：①混凝土的和易性；②混凝土外加剂。

应用：①混凝土的强度。

（七）建筑钢材

识记：①钢材的主要钢种；②常用的建筑钢材。

领会：①钢材的力学性能。

应用：①混凝土结构对钢筋性能的要求。

（八）功能材料

识记：①防水材料；②保温绝热材料。

（九）沥青材料

识记：①沥青的技术性能；②沥青混合料的组成。

领会：①沥青混合料的技术性质。

三、本章重点

本章重点：①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能；②混凝土材料和钢材等常见土

木工程材料的特点。

第三章 建筑工程识图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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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建筑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施工图的识读方法及步骤，

重点掌握建筑施工图及结构施工图的识读。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建筑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

识记：①民用建筑构造组成；②建筑施工图的编排顺序。

领会：①施工图的分类；②施工图的一般规定。

（二）施工图识读方法及分类

识记：①施工图识图方法；②施工图的识图步骤。

（三）建筑施工图识读

识记：①总平面图；②建筑平面图；③建筑立面图；④建筑剖面图；⑤建筑

详图。

应用：①建筑施工图的识读。

（四）结构施工图识读

识记：①钢筋的标注；②钢筋混凝土平面整体表示方法。

领会：①钢筋的作用与分类。

应用：①结构施工图的识读。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建筑施工图及结构施工图的识读。

本章难点：①钢筋混凝土平面整体表示方法。

第四章 建筑构造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房屋建筑的基本组成，掌握基础、梁、板、柱、墙等基

本构件类型和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民用建筑的基本组成

识记：①建筑物的组成构件；②民用建筑构造影响因素；③建筑构造设计原

则。

（二）基础与地下室

识记：①地基分类；②基础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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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基础类型；②地下室防水。

应用：①基础埋置深度。

（三）墙体

识记：①墙体作用；②墙体类型；③墙体设计要求。

领会：①墙体构造。

应用：①墙体防潮层；②构造柱与圈梁。

（四）楼地层

识记：①楼板层的组成及设计要求；②地坪构造。

领会：①楼板层的类型。

（五）阳台与雨篷

识记：①阳台构造；②雨篷构造。

（六）楼梯、台阶与坡道

识记：①楼梯的组成及形式；②台阶；③坡道。

领会：①楼梯各部位的尺寸；②钢筋混凝土楼梯构造。

（七）门与窗

识记：①门窗的类型。

（八）屋顶

识记：①屋面工程的基本要求；②屋面坡度范围；③平屋顶组成；④坡屋顶

的坡面组织名称。

领会：①屋面防水；②平屋顶排水。

（九）变形缝

识记：①变形缝的种类及作用。

领会：①伸缩缝的设置条件及要求；②沉降缝的设置条件及要求；③防震缝

的设置条件及要求。

应用：①三种变形缝的关系。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掌握房屋建筑各组成构件中基础、墙体、楼板、变形缝类型及

特点等内容。

本章难点：①三种变形缝设置条件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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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结构形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建筑结构的形式、建筑结构体系，掌握各种结构体系的

特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建筑结构体系；②建筑结构形式分类。

领会：①框架结构体系的优缺点。

应用：①钢筋混凝土结构。

（二）剪力墙结构体系

识记：①剪力墙的概念；②剪力墙结构体系的分类。

领会：①剪力墙结构体系的优缺点。

（三）大跨度屋面建筑结构

识记：①桁架结构；②拱结构；③网架结构；④悬索结构；⑤壳体结构。

领会：①各种结构的适用性。

（四）典型建筑简介

识记：①奥运鸟巢的设计特点。

（五）结构抗震知识简介

识记：①地震作用；②地震级；③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④抗震设计。

领会：①地震烈度；②抗震设防目标。

应用：①抗震设防原则及目标。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本章重点：①各建筑结构体系的特点。

本章难点：①结构抗震知识。

第六章 建筑施工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建筑工程的施工程序，掌握建筑工程施工中主要工种的

施工方法、技术要求、质量验收标准、质量通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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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建筑定位测量

识记：①建筑定位测量概念；②建筑物定位的形式。

（二）土方施工

识记：①土方工程施工内容；②浅基坑开挖程序；③深基坑开挖原则；④深

基坑开挖方案。

领会：①验槽方法；②验槽的主要内容；③土料要求与含水量控制。

应用：①土方回填压实的质量控制。

（三）基础工程

识记：①深基础种类；②桩基础种类。

领会：①预制桩与灌注桩的特点。

应用：①桩的分类及应用。

（四）砌体工程

识记：①砌块种类；②砌筑砂浆种类；③砌筑脚手架的基本要求。

领会：①各类砌筑砂浆适用情况；②砌筑质量的基本要求；③混凝土小型空

心砌块砌筑要求。

（五）钢筋混凝土工程

识记：①钢筋配料；②钢筋代换；③钢筋安装；④混凝土运输；⑤模板分类；

⑥模板工程设计的主要原则；⑦模板工程安装要点。

领会：①钢筋进场检验内容；②钢筋加工内容；③钢筋验收内容；④混凝土

浇筑；⑤混凝土养护；⑥混凝土质量检查；⑦模板的拆除。

应用：①混凝土施工缝与后浇带的质量控制；②混凝土浇筑原则。

（六）施工管理概述

识记：①土木工程建设的特点；②建筑工程施工依据；③建筑施工顺序。

领会：①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内容。

应用：①编制建筑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目的及内容。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土方工程；②基础工程；③钢筋混凝土工程。

本章难点：①钢筋混凝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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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道路工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道路工程构造；掌握常用的土石方、无机结合料稳定材

料、沥青混合料、水泥混凝土等路基路面施工技术。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道路的划分；②城市道路的划分。

（二）道路工程构造

识记：①道路的组成；②道路主要公共设施。

领会：①路基；②路面。

（三）道路工程施工技术

领会：①路基施工；②路面施工。

（四）筑路机械

识记：①土石方施工机械；②压实机械；③路面施工机械。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道路工程构造。

本章难点：①道路工程施工技术。

第八章 桥梁工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桥梁工程的内容与特点，掌握桥梁工程基本构造，掌握

桥梁上部、下部结构的施工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我国桥梁工程的特点；②桥梁工程内容。

（二）桥梁工程构造

识记：①桥梁的基本组成；②桥梁支座。

领会：①桥面构造；②桥梁承载结构；③桥墩；④桥台；⑤墩台基础。

（三）桥梁工程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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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桥梁下部结构施工；②桥梁上部结构施工。

三、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本章重点：①桥梁工程构造。

本章难点：①桥梁工程施工技术。

第九章 隧道工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隧道的用途及分类，了解隧道工程基本构造及施工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识记：①隧道的用途及分类。

（二）隧道工程构造

领会：①衬砌构造；②洞门与明洞；③附属建筑物。

（三）隧道工程施工技术

领会：①隧道工程施工特点；②隧道工程施工方法。

三、本章的重点

本章重点：①隧道分类及隧道工程施工方法。

第十章 铁路工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铁路线路的组成；了解铁路线路各组成部分的施工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

（一）概述

领会：①铁路线路的组成；②铁路等级；③铁路主要技术标准。

（二）铁路线路

领会：①铁路勘察设计及定线；②线路的平面及其组成要素；③线路的纵断

面及其组成要素。

（三）轨道

领会：①有砟轨道；②无砟轨道。

（四）铁路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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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①路基断面；②路基排水。

三、本章的重点

本章重点：①铁路线路组成；②铁路轨道。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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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

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

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考生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

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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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则列出了考生学习本门课

程的基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

挥。课程内容在教材中可以体现一定的深度或难度，但在大纲中对考核的要求一

定要适当。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中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

点，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关于自学教材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土木工程概论》，李钰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年。

四、关于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

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

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

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为了有效地指导个人自学和社会助学，本大纲已指明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在章节的基本要求中一般也指明了章节内容的重点和难点。

考生在自学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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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本课程涵盖内容广、联系实践紧密的特点，需要全面掌握该学科的基

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深入理解其内部逻辑性和系统性，注重实践和应用。

2.学习时应注意以下几点：①要把握全册教材的结构体系，掌握内在线索；

②学习各章时要理清知识要点和脉络，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记忆；③在全面系统

学习的基础上要掌握重点。

五、应考指导

1.如何学习

周全的计划和组织是学习成功的法宝。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在学习时，

一定要跟紧课程并完成作业。②为了在考试中做出满意的回答，必须对所学课程

的内容有很好的理解。③可以使用“行动计划表”来监控学习的进展。④阅读课

本时最好做读书笔记，如有需要重点主要的内容，可以用彩笔来标注。如：红色

代表重点；绿色代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黄色代表可以运用在工作之中的知识

点。还可以在空白处记录相关网站、文章等。

2.如何考试

一是卷面要整洁。评分教师只能为他能看懂的内容打分，而书写工整、段落

与间距合理、卷面赏心悦目有助于教师评分。二是在答题时，要回答所问的问题，

而不能随意地回答，要避免超过问题的范围。

六、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社会助学者应根据本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认真钻研指定教

材，明确本课程与其他课程不同的特点和学习要求，对考生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

引导他们防止自学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偏向，把握社会助学的正确导向。

2.正确处理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关系，努力引导考生将识记、领会与应用

联系起来，有条件的应适当组织考生开展科学研究实践，学会把基础知识和理论

转化为应用能力，在全面辅导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和提高考生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要正确处理重点和一般的关系。课程内容有重点与一般之分，但考试内容

是全面的。社会助学者应指导考生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掌握全部考试内容和考

核知识点，在此基础上突出重点。总之，要把重点学习与兼顾一般相结合，防止

孤立地抓重点，甚至猜题、押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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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1.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

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

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

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

三个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2.在考试之日起 6 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

律、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

的，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大

方针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八、关于考试命题的若干规定

1.本课程的命题考试，应根据本大纲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来确定考

试范围和考核要求，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考试范围，提高或降低考核要求。考试

命题要覆盖到各章，并适当突出重点章节，体现本课程的内容重点。

2.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部分占30%，

领会部分占 50%，应用部分占 20%。

3.本大纲各章所规定的课程内容、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

核的内容。考试命题既要覆盖到章，又要避免面面俱到。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

章节的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4.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要求不得高于大纲中所

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考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

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运用。

5.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

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必须注意试题的难易程度与能力层次有一定的联系，但二者不是等同的概

念。在各个能力层次中对于不同的考生都存在着不同的难度。

6.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评分采用百分制，60 分

为及格。考生只准携带 0.5 毫米黑色墨水的签字笔、铅笔、圆规、直尺、三角板、

橡皮等必需的文具用品，不可携带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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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判断改错题、名词解释题、

简答题、论述题等题型。

附录 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公路隧道按其长度分类可分为短隧道、中隧道、长隧道、特长隧道，中隧道长度 L

为（ ）

A.L≤250m B.1000m>L>250m C.1000m≥L≥500m D.L>3000m

参考答案：C

二、判断改错题

1.水泥是气硬性胶凝材料。

参考答案：×。“气硬性”改为“水硬性”。

三、名词解释题

1.建筑模数

参考答案：是选定的标准尺度单位，作为建筑物、建筑构配件、建筑制品及有关设备尺

寸相互协调的基础。

四、简答题

1.简述钢筋工程验收内容。

参考答案：

（1）钢筋型号、直径、根数、间距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钢筋绑扎是否牢固，接头位置及搭接长度是否符合规定。

（3）钢筋保护层厚度是否符合要求。

（4）钢筋位置的偏差是否在允许范围。

五、论述题

1.论述一幢房屋哪些部位需要设置变形缝，并说明其构造特点。

参考答案：需设置墙身变形缝，其构造要点是将建筑全部断开，以保证缝两侧自由变形。

需设置楼地层变形缝，其构造要点是变形缝的位置和宽度与墙体变形缝一致，同时要方便行

走、防火和防止灰尘下落。卫生间等有水环境还需要考虑防水处理。需设置屋面变形缝，其

构造要点是一般设置于建筑物的高低错落处，主要解决好防水保温的问题。需设置基础变形

缝，其构造要点是变形缝沿基础全部断开，保证基础有上下和左右的自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