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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逻辑结构分析
古娟妮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摘要：本文简述了建筑施工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的构建思路，

研究了建筑施工专业课程体系及学习任务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

探索了课程体系及学习任务的逻辑结构图示表达，为建筑工程类

专业课程改革提供了有效的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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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在各类中高职技工院校都进行

了深入的探索与实践，在职业院校的综合性、校企对接的融合性、

教学方法的创新性、实训条件的社会性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然而，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教育改革，我国建筑工程类

专业的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课程学科体系仍比较

僵化，课程内容较滞后，理论教学占比过高，与实际岗位工作对

接性不强，与行业新技术适应性不强等问题。

随着中高职示范校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吹来了一阵内涵提

升、教学改革的春风。传统的建筑工程类专业也不例外受到了改

革的冲击，纵观国内同类学校建筑工程类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成

果，可谓百花争鸣，能力本位、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等课改理念

已较为深入地在各建筑工程类专业试行及实践。在这些琳琅满目

的课程体系改革成果中，如何能站在先行者的肩膀上准确地找到

一条适合本校建筑工程专业的课程改革路线，同时清晰地梳理出

课程体系的结构关系，寻找课程之间，学习任务之间的内在逻辑

关系，这是每个学校基于大教改理念下需要思考探索的本土化发

展路径。

一、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路径

根据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与方法，我校建筑施工

课程改革小组提出了“行业分析、职业岗位能力分析、典型工作

任务提取、一体化课程转化、学习任务设计、教学实施设计及实

施与评价”七步走流程（如表 1），构建“以施工过程为导向”

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形成“以典型项目为载体”的课程学习任务。

表 1　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七步走”流程

序号 工作步骤 具体工作内容 成果

1 行业分析 收集行业发展基础数据，对该专业的职业工作及职业教育状况进行数据分析，从宏观上

把握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及职业教育现状。

调研报告

2 岗位能力分析 对该专业各岗位工作的性质、任力、责任、相互关系以手任职工作人员的知识、技能和

条件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调查分析，物色下一步参加专家研讨会的实践专家。

岗位能力分析结构图

3 典型工作任务提

取

召开实践专家访谈会，确定本专业的典型工作任务名称及基本内涵（工作过程、对象 ]

方法、工具、劳动组织方式、工作要求等）

典型工作任务描述、

典型工作任务汇总表

4 一体化课程转化 将典型工作任务转化为相应的学习任务，形成专业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以典型工作任

务描述为基础，描述一体化课程。

一体化课程转化表，

一体化课程描述

5 学习任务设计 每一门一体化课程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设计学习子任务，每一子任务为相对独立的

项目或任务。

学习任务汇总表（学

习任务棋盘）

6 教学实施设计 对每一学习任务进行分析，充分利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数字化教学资源，配套完善的实

训场地设计每一项目（子任务）的教学实施方法。

课程标准

7 实施与评价 选择若干核心课程试点新课程体系，建立综合客观的评价体系及标准，有效反馈。 评价方案及反馈数据

二、建筑施工专业一体化课程体系逻辑结构构建过程

我校建筑施工专业课程改革小组通过对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

路径的研究，结合广东建筑行业的发展及人才需求，提出“以施

工过程为导向的”的一体化课程体系结构。课程体系的构建以体

现就业为指导，能力为本位，学生为中心，每一岗位的综合专业

技能由一个系列课程体系进行系统培养，形成系列交叉“棋盘式”

课程结构。直观清晰的矩阵式棋盘结构是对工作过程系统化、学

习任务模块化与实践能力各要素的有机整合，即纵向以工作过程

为逻辑主线，体现岗位能力的循序渐进，体现实际工作项目的基

本流程，横向以各学习任务的相互关系为逻辑主线，体现建筑主

体的空间顺序，建筑工序的时间顺序等。

（一）一体化课程体系结构——棋盘结构的纵向逻辑与横向

逻辑

建筑施工专业的一体化课程体系结构如图 1 所示。

1.纵向逻辑为各课程之间的逻辑关系—一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工作过程为逻辑主线，串起各门课程，体现工作过程系统化。实

现由生手—熟手—能手—高手的提升，即由工地学徒—施工员—

施工主管—项目经理的职业发展路线。

2. 横向逻辑为课程各学习任务间的逻辑关系——以典型项目

为载体。各门课程均由典型工作任务转化而来，课程内容即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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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设计均有不同的载体。以载体（如任务、项目、对象、构件等）

为课程逻辑主线，载体简单易懂，具体清晰，能实现贯穿整门课

程主线的功能。

（二）课程学习任务结构——典型载体间的平行和递进关系

根据一体化课程构建思路，通过对各学习任务逻辑结构图如

表 2 所示：

图 1　建筑施工与管理专业的一体化课程体系结构图

表 2　课程学习任务结构图

序号 课程名称 载体 结构关系 说明

1 建筑工程入门 专业认知阶梯 认知递进
从步入建筑，到认识建筑构造，对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管理有进一

步的认识。

2 建筑构造认知 建筑基本构件 空间递进
从基础地下室、墙体、楼地层、楼梯、屋顶、门窗，循序渐进的方式，

对建筑的构造进行学习认知。

3 施工图识读 图纸专业类型
专业平行、难度递

进

以画法几何及投影为基础，对房屋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水电施工

图作进一步的认识及解读。

4
计算机辅助建筑

设计
图纸分类

构件平行、难度及

项目递进

以建筑施工图的绘制为基础，对建筑平面、建筑立面、建筑剖面、以及

大样图进行绘制学习，以及进一步的学习三维实体图的绘制。

5 工程试验与检验 试验检测类型 平行细分
根据工程试验的类型不同，对建筑材料和结构实体的试验和检查进行学

习。

6 建筑施工测量 工作任务 项目递进
以基本测量理论为基础，学习高层及平面的控制测量，进而应用在施工

测量中，再而对数字化成图进行认识以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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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土石方工程施工 工作对象 平行
以土体的基本认知为基础，再对平基土石方、基槽土石方、基坑土石方、

基坑支护结构等工程进行认识以及学习其施工要求及技术。

8 基础工程施工 基础类型 平行
根据基础的不同类型，对刚性基础、柱下独立基础、条形基础、筏板基

础、桩基础进行认识以及学习其施工要求及技术。

9
建筑结构构件计

算

设计流程与构件

类型

时间递进、构件平

行

对建筑结构进行认识，掌握荷载、支座反力、构件内力、强度等计算要求，

进而对钢筋混凝土梁、板、柱进行设计，并熟悉常见的结构计算工具软件。

10
钢筋混凝土主体

结构工程施工
构件类型 平行

根据构件的不同类型，对柱、剪力墙、梁、楼板、楼梯等的结构施工进

行认识学习。

11

建筑装饰装修与

屋面及防水工程

施工

分项工程 平行

以施工工序作为载体，对抹灰工程、饰面工程、楼地面工程、吊顶和隔

墙工程、涂料及刷浆工程、门窗工程和屋面及防水工程进行装饰装修与

防水工程施工的学习认识。

12 现场施工管理 施工环节 递进 根据施工各环节递进关系，对各个阶段的施工现在管理学习。

13
建筑施工安全管

理
施工现场 平行

施工安全管理存在于土石方与基础工程、脚手架与模板工程、主体工程、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防水防腐蚀工程，各个工程的施工安全管理进行学

习。

14 建筑工程概预算 分部工程 平行与递进
以基本计量规则为基础，通过定额、清单这两种计价模式对工程进行计

量，再根据现行的综合单价计算方法进行计价。

15 钢结构工程施工 构件 递进
以钢结构的施工图识读为基础，认识构件的制作，构件连接，学习主体

施工、维护结构施工。

16
建筑工程技术资

料管理
阶段 时间递进

根据施工流程的递进关系，对施工前、施工中、以及施工后等个阶段的

资料进行管理学习。

17 施工组织设计 任务 时间递进

根据施工各阶段的组织任务，对施工组织设计意图和现场特点、工程量

计算和施工进度确定、施工方案和计算措施的制定、计算资源需求量和

确定供应计划以及相关保证措施的制定进行学习及设计。

18 工程招投标 项目 时间递进

根据招投标流程的递进关系，对建筑工程招标与投标，以及相应的招标

文件和投标文件，以及建筑工程合同与合同管理，工程索赔进行认识学

习。

三、主要成效

通过对建筑施工专业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一体化课程体系

的构建探索，紧紧围绕工作过程，梳理一体化课程体系的纵向逻

辑与横向逻辑，将所有学习任务放入棋盘结构中，将课程体系结

构可视化，通过直观可视的结构，帮助我们思考课程体系的整体

架构，架起了教师之间、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之间、教师与职教

专家之间研究探索的平台。通过几次的评审认证，分析棋盘中每

个学习任务之间的关系，能较快地找出棋盘格中各学习任务间的

交叉点，分析各学习任务间的逻辑关系，找出不合理的设置并作

进一步的调整，为评审会的头脑风暴提供了很好的媒介，迈出了

对传统课程体系改革探索性的一步。

四、总结与反思

结构是项目的核心，逻辑是结构的灵魂。课程体系有很强的

学术性和严谨性，将课程体系结构转化为可视化的结构图，是对

课程体系构建研究方法的一个探索，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效率

得到了提高，效果比较明显。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作进一步

探讨与研究：

1. 结构图虽然表达生动，思路清晰，但很难包含所有的信息。

若结构图设计不够合理，将导致信息比较分散零乱，达不到提高

效率的目标。

2. 结构图的表达对于观者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信息输入，但对

于作者来说，如何能达到最合理最清晰的信息输出，结果及理解

均因人而异。

3. 直观可视的表达对于学生来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相对于

传统的教材或课件，学生的关注度能大大提升，这也是日后教材

发展的趋势。

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冲击，职业教育

必须面向市场，面向学生，不仅要不断调整优化课程体系的设

置，更要加大力度改革教学方式、完善教学资源，为建筑行业

培养更多具有更强专业能力、符合行业岗位需求的高素质高技

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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