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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案例教学法的《工程项目管理》教学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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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课程思政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很多高校的专业课程都进行了思政改革和创

新。本文论证了课程思政背景下课程的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以《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为例，从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

学内容改革、明确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目标、积极探索思政教育融合点，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中的教学改革

路径，并展示了“课程思政”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中的融合特色及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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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思政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中的教学改革探索

1.1.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课程教学内容紧贴培养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应达到下列要求：基本要求：学生应了解工程项目

管理的全过程和各个主要阶段管理活动的内容、重点和

特点，了解工程项目管理的国际惯例、工程项目管理的

基本过程、工程项目的各参与方；熟悉工程项目的策划、

组织与采购模式；懂得项目管理的组织与发包方式。综

合要求：初步具备应用本课程所学工程项目管理思想、

理论知识、技术、方法，综合性、系统性地解决工程项

目管理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技能要求：能够掌握工程

项目成本、进度、质量等目标的管理与控制技术、方法，

掌握工程项目合同管理、沟通管理、风险管理等主要职

能中的常用的技术与方法。《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

大纲在实践课程中增加了学时，包括进度管理、成本管

理实践和工程项目管理综合实训，各类实践活动能很好

地满足学生培养要求，特别是工程项目管理综合实训，

要求学生通过工程项目管理沙盘实训的平台，综合掌握

招投标管理、合同管理、成本管理、进度管理、资源管

理、现场管理等内容，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知识对接，综

合实训实践课程的增设旨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从学生的课堂表现来看教学

有显著成效。

1.2.明确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目标

《工程项目管理》为核心课，本课程教学目标注重

课程思政教育，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习产出为导向，

建立管理工程项目所需的知识、技术和方法体系，培养

学生应用项目管理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知识

目标：掌握工程项目、工程项目管理主要任务；掌握工

程项目成本、进度、质量、安全等目标的管理与控制技

术、方法；掌握工程项目合同与风险管理、组织与沟通

管理、信息管理等主要职能中的常用的技术与方法。能

力目标：具备综合性、系统性地解决实际工程中工程项

目目标控制、合同管理、安全管理、组织协调等的基本

能力。素质目标：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具有良好的质量和安全意识；

具备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和团队精神；使学生成为一名具

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工程项目管理人才。

1.3.教育方法改革探索

《工程项目管理》涉及工程技术、工程经济、工程

质量管理、安全管理、合同管理等，知识点多且各学科

综合性强，学生在学 习时难度非常大。因此，可采用

实际工程案例沉浸式教学、小组任务驱动式教学和启发

讨论式等多元化教学方法，融入思政元素，实现《工程

项目管理》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通过实际发生的失败工程案例，提出问题，讨论原

因，引出主题内容，进行理论分析，从而培养学生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认识问题背后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如，讲解“安全事故的处理程

序”知识点时以“某酒店坍塌事故”为例，采用时间轴

线的方式将事故发生时间、事故救援、事故调查、事故

处理结果一一梳理，深入挖掘事故原因，通过安全典型

案例分析来达到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以此提高

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平。发布小组导学任务单和小组任务

单，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质量

管理、安全管理等的小组任务。课中，学生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成果汇报时，对自己搜集的案例会印象深刻，可

以激发其学习兴趣。课后，完成小组任务考核。其中，

教师评价占 30%，主要考核小组完成程度、PPT 制作及

汇报；小组成员互评占 50%，主要考核小组成员在本次

任务中的工作职责分工及完成程度；组间互评占 20%。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小组任务驱动式教学，可以培养

学生的质量和安全意识，使学生具备与他人沟通的能力

和团队协作能力，成为具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工程

项目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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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思政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中的融合特色及教

育成效

2.1.案例特色

1.形成多层次课程思政建设模式。本课程形成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

合下多层次、螺旋式上升的课程思政建设模式。2.形成

多元化教学方法。通过案例教学、小组任务驱动式、启

发讨论式教学方法，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思政教育中。教

学过程中，结合不同学习板块，找到与课程的结合点，

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思政的教学中。特别是学生在完成

小组任务中，能够模拟工程项目组织分工，协同完成 PPT
制作，查找相关资料，上台演讲，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

提高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受到

熏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2.教育成效

在理论教学中贯穿工程案例、融入课程思政，有效

提升了课程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分析解决问题

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学生将这种能力转化成综合实践

技能，辐射到学科竞赛，产出了学科竞赛获奖等大量优

质成果，体现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良好成效。

为了提升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教学效果,将案例教

学法运用到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中,提升了教学效果。

本从确定学习案例、教案的准备与平台的构建、教学实

施在实际教学中的运行,案例教学法能够有效提升学生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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