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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背景下高职建筑工程技术

专业教学适应性探索

王 兵，吴书安，邵红才

( 扬州职业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国家已确立建筑工业化作为建筑业发展方向，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必须顺应国家产

业政策。从储备教师资源、将建筑工业化发展技术融入人才培养体系、逐步构建建筑工业化课程体系三方面，

提出适应措施，为高职建筑工业化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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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高资源消耗、高污染的建筑业发展模式已

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建筑工业化是我国未来

建筑业发展的方向。建筑工业化是运用最新生产技

术及管理手段，采取设计施工一体化生产方式，通过

模数化、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实现建筑构部件

的通用化和现场施工的装配化、机械化，尽量减少施

工现场湿作业工作量和人力物料消耗，达到高效建

造节能环保的目的［1 － 3］。江苏省作为国家建筑产业

现代化试点省份，苏政发〔2014〕111 号文件明确了

江苏省 2015 年到 2025 年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发展目

标，为江苏省建筑产业现代化提供了政策支撑。
高职院校如何在工业化背景下，顺应工业化发

展方向，调整、整合各种教学要素，培养出建筑工业

化技术技能人才尤为迫切。笔者根据高职院校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师资队伍情况、专业理论知识体系、校
内外实践教学条件以及相关企业的需求，提出“一个

储备、一个融入、一个构建”工业化人才培养思路。
一、一个储备

在工业化背景下，工业化建筑结构体系、构件生

产方法、现场吊装施工工艺等不断更新，但大部分新

体系、新技术主要集中在相关企业及科研院所，有些

技术甚至处于保密状态; 从区域上看，主要分布在经

济发达省份及城市，高职院校的学生几乎没有机会

了解建筑工业化的最新发展动态及成果。随着建筑

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建筑工业化技术技能人才的短

缺将会成为我国建筑工业化发展的瓶颈。而解决这

一问题的核心是教师队伍，因此，高职院校必须建立

起一支熟悉建筑工业化基本理论，精通工业化构件

生产和现场安装的“双师型”师资队伍。
( 一) 专任教师储备

专任教师储备应以在职教师外出相关企业、本
科院校、研究机构开展进修为主。专任教师分为两

类，一类是普通专任教师，这类人员是未来建筑工业

化教学的主体; 另一类是骨干教师，主要包括骨干教

师、学术带头人及专业带头人，这类人员是建筑工业

化教学、科研的核心。
高职院校应选派专业基础扎实的普通专任教师

到建筑工业化企业开展顶岗锻炼。顶岗锻炼分为两

阶段展开，第一阶段主要参加工厂构件的生产过程

控制，熟悉并掌握工业化建筑构件的生产流程及质

量控制要点; 第二阶段参与指导施工现场吊装施工，

掌握常见工业化结构体系的施工吊装流程及关键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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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术。
重点调研选择一些在建筑工业化研究和生产方

面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或科研院所，让骨干教师以

访问工程师、访问学者身份，通过科研合作的方式，

进入到这些单位，开展技术研发、成果推广、技术服

务等，提升自身的研发、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能力，

为建筑工业化教学团队提供核心人员。
( 二) 兼职教师储备

高职院校应主动调研建筑工业化企业，聘请企

业各类专家、技术人员担任学校兼职教师。兼职教

师定期为专任教师开展工业化知识讲座，提升专任

教师工业化知识储备。同时邀请兼职教师将建筑工

业化发展动态、最新技术、存在问题等以讲座形式融

入到日常教学中，让学生对建筑工业化有一定认识。
( 三) 校企互通，组建工业化科研教学团队

高职院校应重点选择在建筑工业化方面发展前

景较好的地方企业，寻找企业的需求点，准确分析企

业在建筑工业化方面的技术研发与人才需求，让企

业产生与学校开展合作的内生动力。以此为基础，

与相关企业签订紧密型校企合作协议，从企业需求

角度出发组建工业化科研教学团队，实行人才互培、
人才互通、人才互管方式，实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有效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加

强对人才的管理，促进校企双方工业化人才效用最

大化，共同推进人才培养［4］。团队人员构成应具有

互补性，不仅有行业专家、企业专家、学校专业带头

人等，也要有企业一线工人、企业兼职教师、学校专

任教师等。团队在开展建筑工业化研究的同时，另

外一个功能就是实现建筑工业化“双师”团队的培

育、培养。
二、一个融入

现阶段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教学必须融入建

筑工业化相关知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

未来建筑工业化发展需求，缩短成为建筑工业化技

术技能人才的时间。
( 一) 培养方案融入

专业培养方案进行调整补充，将建筑工业化列

为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就可以了解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动态，熟悉建筑工业

化发展的趋势，甚至掌握比较成熟的建筑工业化构

件生产和吊装技术，拓宽学生知识技能体系，以适应

未来建筑工业化从业需求。
( 二) 理论教学体系融入

建筑工业化的相关理论知识应融入理论教学体

系中，根据课程开设特点和定位，由教研室牵头提炼

教学内容，然后融入到具体课程中。在房屋建筑构

造课程中增加工业化建筑的历史、发展进程、未来发

展前景等内容，通过各种教学手段讲解常见工业化

结构体系及构造，使学生对建筑工业化有基础认识;

在钢筋混凝土结构课程中增加预制装配式框架结构

体系、半预制剪力墙结构体系、全预制剪力墙结构体

系等的设计简介［5］，重点突出构件和节点深化设计、
预埋件设计等内容; 在建筑施工课程中增加常见工

业化结构体系装配过程内容讲解: 构件吊装流程、吊
装的关键点、预制构件的吊装计算和施工组织设计

等内容; 开设以 PC 构件深化设计和工厂生产为主

要内容的选修课程等。
( 三) 实践教学体系融入

学校应积极拓展建筑工业化校外实习实训基

地，安排学生参观预制构件生产工厂和工地装配现

场，让学生从实习开始就感性认识工业化建筑构件

生产及安装过程。生产实习和顶岗实习阶段增加构

件生产工厂和装配工地现场选项，让感兴趣的学生

自由选择，将建筑工业化融入生产实习和顶岗实习。
在现有校内实验实训教学条件基础上，整合资源开

设建筑工业化相关实验、实训。以 PC 墙板生产为

例，先利用 BIM 实训中心的 BIM 软件开展 PC 墙板

深化设计实训: 确定墙板中所有管线及洞口位置，拆

分成生产构件; 然后利用工种实训场开展 PC 墙板

生产实训: 模板搭设，内部预埋管线，钢筋绑扎，混凝

土浇筑振捣等。
三、一个构建

工业化背景下，建筑设计采用信息化的方式协

同工作，设计和部品建造、装饰装修紧密结合。建筑

生产方式是设计和施工一体化，构件生产工厂化，现

场施工装配化，施工队伍专业化。传统高职建筑工

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必须重构，才能培养出建筑工

业化技术技能人才，以适应建筑工业化发展需求。
工业化建筑建造主要可分为设计、构件生产和

安装三大流程( 见图 1) 。设计流程从业人员主要由

本科以上院校培养，构件生产和安装流程从业人员

则由高职院校来培养，且需求量巨大。根据这一特

点，高职院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可以构建基于工业

化建造流程的四阶段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第一阶段

培养学生的通用能力，为后续阶段打下相关知识基

础; 第二和第三阶段分别培养学生的构件生产和装

配专业能力，这两阶段为专业培养的核心; 第四阶段

为综合能力模块，让学生以顶岗实习的形式，综合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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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提升专业核心能力，实现建筑工业化专业学习直

通岗位( 见图 2) 。

图 1 工业化建筑建造流程

图 2 基于工业化建造流程的四阶段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具体课程体系内容建设可借鉴欧盟先进的调优

理论，从工业化背景下学生应达到的社会所需能力

点的角度指导课程体系调整建设，使其更加科学、合
理、规范，更好地满足“与市场匹配”的人才培养要

求［6］。该理论的核心理念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

学生的学习为中心，以开发和提供学生的通用能力

和专业能力为目标，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通过向

建筑工业化相关企业、行业、政府机构开展调查，调

查整理出建筑工业化相关工作岗位对通用能力和专

业能力的需求，据此构建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工

业化课程体系，实现课程体系的构建、实施、评价、调

整这一优化循环过程。
四、结语

建筑工业化是我国未来建筑业的发展方向，且

作为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已被明确。作为培养建筑业

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职院校，必须紧跟产业发展方向，

储备教师资源，将建筑工业化最新发展技术融入人

才培养知识体系，逐渐构建建筑工业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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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ing into the Teaching Adaptability f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ization

WANG Bing，WU Shu-an，SHAO Hong-cai
(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established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and the talent
training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conform to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policies． From such three aspects as reserve of teacher resources，merging the new technology of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into talent training system，and building the course system of construction industrialization step by
step，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corresponding adaptive measures，thu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talent training of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building industrializ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specialty;

teaching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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