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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授课计划
（2017 年秋季学期）

课程名称（全称）： 《路基施工技术》

授 课 班 级： 2016 级道桥专业学生

课程计划总学时： 64 本学期学时： 64

任 课 教 师： 何宗雨

二 级 学 院：

土木与建筑工

程学院 教研室：

道路与桥梁工

程技术

制 订 日 期： 2017 年 7 月 21 日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教学事业部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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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20 日

学期授课计划填写说明

1．学期授课计划是教师实施课程教学工作进度安排的具体计划表，应明确规定教学进程、

授课内容提要、各种教学环节、方式、课后作业的安排等。每一门课程都要依据课程标准、

所选用的教材和校历的安排编写授课计划。

2．实验、实训课要写明实验名称，实验学时数；独立开设的实验课授课计划中还必须写

明实验内容；习题课、课堂讨论和其他环节要注明题目和学时数。

3．国庆节、五一节等国家法定节日假期中不应安排教学内容。

4．“教学形式”一栏中，应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学大纲的内容来填写，明确各种教学形式

（如：讲授、实验、实训、练习、讨论等）的具体学时数，并填入后面相应的括号内。

5．“授课章节内容摘要”和“实验、实训内容”填写到“章”（或单元）、“节”、“目”

所包括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实验实训要求，“学时分配”的填写具体到实施该教学环节所对应

的学时数。原则上，课堂教学按每次课 2学时安排，实训课按每次课 4学时安排，外出见习、

跟岗实训按天或周安排（每天 6学时，每周 30 学时）。

6．表格中“授课地点”一栏填写授课教室类别：教室、实训室、室外（足球场、篮球场

等）、校外。

7．“课后作业或辅导作业”一栏中，填写内容应尽可能详尽，形式尽可能多样化。

8．授课计划填写完成后，由任课教师交专业教研室、二级学院院长、教务处长和教学副

校长审核签字，审核通过后的授课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任课教师自用；一份交二级学院归档；

一份交教学事业部存档。

9．授课计划必须认真填写，授课计划一经制定，原则上不能变更。如需变动，须事前经

二级学院院长、教务处长、主管教学副校长批准，并报教学事业部备案后方可实施。

10．授课计划确定后，将作为教学督导检查教学进度完成情况的基本依据。无特殊情况，

实际教学进度应与授课计划计划的进度基本相符，否则，进度误差超过 4学时及以上者将按

教学事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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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学期授课计划（一）
适用学期：2017年秋季学期 制表日期： 2017年 7月 21日

课程名称 路基施工技术 授课时间 2017 秋 授课教师 何宗雨

课程标准
《路基施工技术》课

程标准
教材

《路基工程施工技术》贾瑞琦主编，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2014 年 5 月

主要教学参考书
《路基施工技术》 作者 王穗平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考核方式 考试

本期教学时数共 64 学时，其中

讲授 32 学时，实训 32 学时，复习 0 学时，考核 0 学时

单元检测

次数
0

学生基本情况：

学生为大专二年级学生，有一定专业基础，但还未学习专业课程。

教学目标：

学生能达到路基施工技术员中有关工程项目施工的技能要求，并能适应工程项目施工

测量、组织管理、工程计量、检测评定工作的工作要求。

教学重点：

第三章 路基挖方施工 分为土质路堑开挖及石质路堑开挖，着重在施工方法工艺。

第四章 路基填方施工 分为土质路堤填筑及石质路堤填筑，着重在施工方法工艺。

第五章 特殊路基施工 着重在于软土路基的处理，同时兼顾其他类型特殊路基施工方法。

第六章 路基防护与支挡工程施工 主要分为坡面防护、冲刷防护及支挡防护三方面内容。

教学难点：

第三章 路基挖方施工

分为土质路堑开挖及石质路堑开挖，着重在施工方法工艺。

第四章 路基填方施工

分为土质路堤填筑及石质路堤填筑，着重在施工方法工艺。

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措施：

变学科型课程体系为任务引领型项目课程体系，紧紧围绕完成作任务的需要来选择课

程内容。变知识学科本位为职业能力本位，从“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出发，设定课程能

力培养目标；变书本知识的传授为动手能力的培养，以“工作项目”为主线，从简单到复

杂，从单一到综合，依照认知规律，创设工作情境，将“教、学、做”融为一体，提高学

生的施工技术能力。

教研室审核意见

教研室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审核意见

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核意见

教务处长（签字）：

分管教学校长审核意见

分管校长（签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B%BA%E7%AD%91%E5%B7%A5%E4%B8%9A%E5%87%BA%E7%89%88%E7%A4%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BB%BA%E7%AD%91%E5%B7%A5%E4%B8%9A%E5%87%BA%E7%89%88%E7%A4%BE


4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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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学期授课计划（二）

教
学
周
次

学时

分配 课

次
授课章节、实训及其他教学内容

授课

地点
作业布置

讲

授

实

训

第

一

周

2 1 导课及绪论 教室

第

一

周

2 2
第一章 路基施工基本知识-道路的基本组成/道路的分

类与分级
教室

第

二

周

2 3 第一章 路基施工基本知识-道路的平面设计 教室

第

二

周

2 4
第一章 路基施工基本知识-道路的纵断面设计及横断面

设计
教室

练习题（习题库

抽选）

第

三

周

2 5 第二章 路基施工准备-组织准备/物资准备 教室

第

三

周

2 6 第二章 路基施工准备-技术准备/现场准备 教室
教材 P26课后习

题

第

四

周

2 7
第三章 路基挖方施工-路基开挖方法与机械/土质路堑

开挖
教室

第

四

周

2 8 第三章 路基挖方施工-石质路堑开挖 教室
教材 P58课后习

题

第

五

周

2 9 实训 1 路基挖方施工方案编制-实训任务讲解及要求 教室

第

五

周

2 10
实训 1 路基挖方施工方案编制-图纸及工程概况分析及

方案比选
教室

第

六

周

2 11 实训 1 路基挖方施工方案编制-方案编制 教室

第

六

周

2 12 实训 1 路基挖方施工方案编制-成果验收及讲解 教室
施工方案，实训

报告

第

七

周

2 13
第四章 路基填方施工-路基填方方法与机械/土质路堤

填筑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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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周
次

学时

分配 课

次
授课章节、实训及其他教学内容

授课

地点
作业布置

讲

授

实

训

第

七

周

2 14 第四章 路基填方施工-石质路堤填筑 教室
教材 P58课后习

题

第

八

周

2 15 实训 2 路基填方施工方案编制-实训任务讲解及要求 教室

第

八

周

2 16
实训 2 路基填方施工方案编制-图纸及工程概况分析及

方案比选
教室

第

九

周

2 17 实训 2 路基填方施工方案编制-方案编制 教室

第

九

周

2 18 实训 2 路基填方施工方案编制-成果验收及讲解 教室
施工方案，实训

报告

第

十

周

2 19 第五章 特殊路基施工-软土路基施工 教室

第

十

周

2 20 第五章 特殊路基施工-膨胀土路基施工/冻土路基施工 教室
教材 P198课后

习题

第

十

一

周

2 21 实训 3 特殊路基施工方案编制-实训任务讲解及要求 教室

第

十

一

周

2 22
实训 3 特殊路基施工方案编制-图纸及工程概况分析及

方案比选
教室

第

十

二

周

2 23 实训 3 特殊路基施工方案编制-方案编制 教室

第

十

二

周

2 24 实训 3 特殊路基施工方案编制-成果验收及点评 教室
施工方案，实训

报告

第

十

三

周

2 25 第六章 路基防护与支挡工程施工-坡面防护/冲刷防护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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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周
次

学时

分配 课

次
授课章节、实训及其他教学内容

授课

地点
作业布置

讲

授

实

训

第

十

三

周

2 26 第六章 路基防护与支挡工程施工-支挡防护 教室
教材 P244课后

习题

第

十

四

周

2 27
实训 4 路基防护与支挡工程施工方案编制-实训任务讲

解及要求
教室

第

十

四

周

2 28
实训 4 路基防护与支挡工程施工方案编制-图纸及工程

概况分析及方案比选
教室

第

十

五

周

2 29 实训 4 路基防护与支挡工程施工方案编制-方案编制 教室

第

十

五

周

2 30
实训 4 路基防护与支挡工程施工方案编制-成果验收及

讲解
教室

施工方案，实训

报告

第

十

六

周

2 31 第七章 路基排水工程施工-地表排水 教室

第

十

六

周

2 32 第七章 路基排水工程施工-地下排水 教室
教材 P76课后习

题

合

计
32 32

作业布置

汇总
习题 7次，实训报告 4次，施工方案 4份

备注（任课教师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计划的编制和工程实际施工相结合，主要介绍路基路面的构造特点、地基处理方法以

及路基路面的施工工艺及方法。编制时，结合工程实际，对主要的内容详细讲解，安排的课

时相对多点，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毕业后能够顺利的处理施工中的一些技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