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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建筑学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体系改革探究
尤红霞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天水 741020）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的十九大中被提出的重要战略部

署，同时也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作为我国专业

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高职院校具有人才培养、专业教育以及技

术创新的优势，是新时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以及解决“三

农问题”的重要力量。对此，本文就乡村振兴视角下建筑学专业

实践课程教学体系改革路径进行简要分析，希望为广大读者提供

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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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专业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中提出建设美丽新中

国概念，并坚持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这使得乡村振兴成为当前

我国热门问题之一。随即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三农”工作指导文

件，比如，在 2008 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在 2021 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这些指导性文件的颁布，

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同时也使建筑学

专业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对此，为了在新时期更

好地推动乡村经济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目标，高职院校应该紧跟

时代步伐，对建筑学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体系进行优化和改革，从

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使建筑学人才更好地满足社会以及企业发

展的需要，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助力。

一、相关背景

在高职专业教学之中，教学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

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建筑学专业

同样面临各种新教学思想、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资源的冲击。因此，

在新时期，完善建筑学专业教学体系是当前高职院校专业教育发

展的重要任务。建筑学专业是一个综合性专业，它涉及多个学科，

不仅包含艺术、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涉及历史

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因此，建筑学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体系应

该是一个相对完整、相对稳定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组合。

它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能够满足社会以及企业发展的需要，

同时还具有先进性、创新性、实用性以及科学性。它应该将理论

与实践进行紧密融合，在培养学生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对他们

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操作能力，从

而为实现高职学生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乡村振兴视角下建筑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分析

（一）服务乡村振兴是高职院校的时代使命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新时期的

重要战略部署和发展规划，同时也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缩短

城乡经济差距的必要措施。因此，必须统筹全社会的力量，根据

实际情况，为乡村经济发展培养各种高素质人才。作为专业人才

培养的重要基地，高职院校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响应国家

的号召，实践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和优化，以此提升人才质量，从

而为顺利实现乡村振兴输送大批高质量专业人才，为乡村经济发

展、文明建设以及产业升级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这是时代赋予

高职院校的责任，同时也是高职院校的政治使命。

（二）乡村振兴需要高职院校的智力支撑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党组织以及各层级政

府高度重视和关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开展。在此背景下，想

要顺利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是重中之重。作为我国专业人才培养

的重要阵地，高职院校有必要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智

力支撑。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但是受到文化教育的限制，他

们普遍的文化素养不高，技能以及知识成为限制农村经济发展的

主要原因。通过高质量的专业教育，可以培养大量的专业人才，

并使其为乡村振兴而努力，不断改善乡村基础建设，满足农民的

发展需要，从而有效改善乡村环境，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落实。

（三）服务乡村振兴是高职院校的发展机遇

高等教育与乡村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当属高职院校。想要贯

彻和落实乡村振兴的首要条件就是人才，人才资源是促进乡村经

济增长的首要条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和开展，大量

的乡村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浮现，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

比如说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这些新型产业的

形成和发展将会创造大量的岗位空缺，可以为高职学生创造大量

的就业机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供动力。

三、乡村振兴视角下建筑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改革逻辑分析

（一）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需要

当前，在乡村振兴视域下，高职院校以及专业教师应该对乡

村振兴战略进行深入挖掘，在充分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建筑

学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体系进行优化和改革。高职院校需要将现代

文化与传统文化进行充分融合，以此打造乡村“新貌 + 古韵”的

绿色生态宜居环境。同时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以及《高等学校建筑学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2013 年版）》

进行全面研究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建筑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

进行优化和改革，探索和创造新的教学模式和理念，将理论教学

与实践教学进行融合，建立“理实一体化”的专业教育体系。同时，

还需要对建筑学专业的实际运用进行全面分析，以此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推动提供助力。

（二）制定性的方案

在对建筑学专业实践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时，高职院校以及教

师应该遵循时代发展的需要，满足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也

要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步骤如下：第一，应该对

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具体政策以及实际需求进行充分了解和研

究，明确乡村振兴战略对建筑学专业的实际需要，确定其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明确对建筑学专

业人才的具体需要和标准。第二，对当前高职院校建筑学专业实

践课程教学体系的现状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了解目前教学体系

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缺陷，比如说师资力量方面、教学方法方面、

教学设施方面存在哪些不足，在此基础上探究提升教学质量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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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质量的有效措施。第三，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改革优化方案。

在前两个步骤的基础上，针对高职院校现有问题以及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的需要，制定符合需求的人人才培养方案，对专业教学方

法进行优化，对专业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对师资队伍素质进行提

升等，通过多种方式，提升方案的有效性。第四，实施改革方案，

将专业实践课程体系改革落到实处，通过不断贯彻和落实专业体

系改革，以此提升建筑学专业教学效果，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第五，对改革方案效果进行评估。对改革方案实施后的建筑学专

业教学效果以及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进行科学评估，寻找其中存在

的问题以及缺陷，从而进行查漏补缺，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

而为完成教学体系提供助力。通过上述步骤，制定出符合乡村振

兴战略需要的建筑学实践课程体系改革方案，以此更好地提升专

业教学效果和人才质量，为乡村经济发展，文明建设，构建乡村

宜居环境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建立新队伍

建筑学专业教师队伍在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了

更好地调动教师主观能动性，高职院校应该遵循时代发展的趋势，

建立教师新队伍。建筑学专业应该邀请本专业教师以及非本专业

教师共提供组建专业教师队伍，利用各专业教师的长处，对建筑

学专业进行改革，以此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同时在教师队伍建设

过程中，需要选取对乡村振兴战略、专业体系、实践教学等方面

熟知的教师，使他们相互配合，为提升实践课程建设水平共同努力。

此外，还需要注意跨学科合作，加强跨学科合作，将不同领域的

知识、技能进行融合，形成一套专业教育体系，为学生全面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焕发新的风貌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专业素养，提升专业教学效果和人才培

养质量，使教学体系焕发新的风貌，高职教师应该对传统的教学

观念以及态度进行优化和改革，同时应该确立清晰、明确、充满

活力的专业教学目标，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

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更为有效的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实践

能力；在实践教学中应该以高职学生为中心，关注他们的学习和

发展过程，营造健康、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根据教学内容以

及学生学情，构建以任务式、互动式、项目式为特点的课程体系，

从而促进高职学生知识、素养以及能力的全面提升。此外，教师

应该在传统的教学模式基础上，专业教师应该不断创新和探索新

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充分利用自身的作用，培养学生创造力。

四、乡村振兴视域下建筑学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体系改革策略

（一）构建教学目标体系

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院校应该将建筑学专业实践课

程体系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构建以专

业性目标和价值性目标为基础的教学目标体系。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明确人才培养与建筑学实践课程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而明确

新的育人方向。例如，在对 ** 省 ** 区域特色村寨文化保护以及

传承过程中，可以构建符合区域特色的课程习题，以此促进乡村

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教学方式体系

建筑学是一门综合性专业，其中蕴含多项学科知识，它对高

职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独立自主能力有着很高的要求和标准。同

时这也对专业教学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为了真正构建

与育人大格局同向同行的建筑学专业实践课程，应该建立适合的

教学方法体系。也就是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以高职学生为中心，

采用任务式、探究式以及参与式等教学模式，强调实践课程内容

的应用性，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素质，满足相

关企业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实践课

程教学的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三）构建内部“道术并举”的实践体系

在建筑专业教学过程中，实践教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重要的地位。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专业教学效果和人才质量，

高职院校应该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构建内部“道术并举”的

实践体系。也就是以建筑设计为主轴，从大一到大三，先基础课

程教学到后来创新教育，从核心课程到后来的实践课程，通过这

样的方式，使高职学生充分了解本专业的特点和学习重心，从而

逐渐培养他们专业素养，提升他们适应能力。

（四）构建外部“理实一体”实践体系

在上述的基础上，建筑学专业要对实践课程内容进行巩固，

并且将外部体系融入其中，以此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例如，高

职院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引入校内校企联合培养基地、专业竞赛、

创新创业项目等外部融合体系，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外部实践体

系更具广度和深度。同时，将乡村振兴与实践课程体系进行融合，

从而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操作能力。

五、结束语

总之，在新时期，建筑学作为一种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领域

的综合性专业，对学生独立自主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有着很高的要

求和标准。为了更好地贯彻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经济

发展，高职院校有必要立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传统的建筑学专

业实践课程体系进行优化和改革，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同向同行

的实践课程体系。也就是以高职学生为中心开展专业教学，运用

项目式、参与式以及互动式等教学方式，将实践课程教学内容与

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更好地培养高职学生创新能力以

及综合素养，为他们未来实现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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