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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建筑安全技术与管理》课程的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杨世金

（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建筑施工安全技术与管理》课程是建筑工程技术必

修的核心课程，是一门基于工作流创建的集成课程，该工作流使

用实际的工程项目作为培训，而学生则作为项目培训的核心，强

调“安全技术与管理”基于工作流的功能和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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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介绍

通过《建筑安全技术与管理》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熟悉

当前的安全技术与管理方面的相关标准和该课程的基本知识，并

可以进行安全培训，讲解安全教育、安全技术、安全检查、生产

安全事故管理和应急救援计划的编制等，强调建筑公司安全人员

的职业素质和职业技能，突出建筑公司安全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职

业技能，以便在毕业后为合格的安全人员做好准备。

课程是建筑工程技术必修的核心课程，通过对建筑公司专职

安全人员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时，要考虑到建筑公司安全人员

的工作流程和岗位资格审核要求，以胜任安全管理工作职责。本

课程的目的是以安全技术技能和安全管理为基础的基础培训，因

此整个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安全管理、安全技术。 

二、课程特色

课程具有广泛的知识，完善的安全管理，广阔的理论范围和

高水平的政策，技术先进，实用性强。

三、课程教学中的问题

（一）教材已过时，不能满足培训要求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与管理》课程在教科书中运用了很多理

论知识，而案例很少，不管是选用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王波主编的《建筑质量与安全管理》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余景良主编的《建筑质量与安全控制》，还是近年所选用的北京

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道明主编的《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教

科书，知识内容太旧了。过去大多数教科书侧重于施工安全技术，

对安全技术管理和文明工地创建以及特殊的建筑安全技术介绍得

少。

（二）教学方法是一种，讲课是主要内容

当前的建工安全技术与管理课程目前教学方法不是学生为基

础，而是以课堂教学和教师教学为基础。项目教学、理实一体化、

角色扮演等高级教学方法少使用，频率较低，并且学生对学习的

兴趣不高。

（三）实际训练难以深入进行且效果不大

过去，通常通过实地考察和实习来提供实践培训。现场有很

多学生，每个建筑专业班有 50 多名学生。施工现场存在许多隐藏

的安全隐患，并且现场观摩的管理非常困难。建筑公司不愿意接

受学生参观和实习。由于实训场地缺乏和实训设备不足，学校很

难对安全技术管理项目进行实际培训。即使进行了实训，它也仅

限于简单的操作，不能从安全技术管理角度进行系统的训练。 

（四）评估方法基于理论，技能评估无法生存

传统的评估方法是基于期末闭卷考试，这是对课程结果的主

要评估。建筑安全技术与管理课程非常实用，导致对学生的理论

知识了解不足，无法进行技能评估，对案例人员的专业技能掌握

不足，专业素质不高。

四、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

（一）以项目教学引导学生增加学习兴趣 

确定教学任务时应考虑安全员的工作任务。教学期间使用的

项目任务来自工程实践。在教学过程中把，将课程内容整合到 13

个学习情况中，将学、教、做结合起来，将理论学习与虚拟建模

仿真操作结合起来。在实践教学中，学生应专注于“做事”，并

通过将课程理论和实践技能培训结合起来，以项目教学引导学生

增加学习兴趣。

（二）整合教学内容来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能力 

为了解决当前课程的过时知识问题，作者参与加了由广东省

环境保护学院牵头的活页式教科书建筑施工安全技术与管理课程

的编写工作，并采用了最新的建筑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和规定。通过将课程包括在内，专业学院和教师可以通过使用调

制方式来创建新的教材来根据教学需要增加或减少课程，培养安

全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职职业技能。

该课程以使用“安全生产管理和预防控制”等 13 个项目作为

学习载体，并将专业领域的工作流与实际方案一起结合到学习方

案项目的培训中，学习项目重点都放在虚拟仿真操作上。

表 1 　 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考核要求表    

序号 学习项目 学习载体 主要教学内容 考核要求
（理论+实践）

建议学时

考核

评分

1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和 预 防 控

制

建 设 法 律 法

规

安全与安全管理；建设工程安

全法律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建设工程安全教

育培训管理。

1. 能否掌握安全生产特点及安全因素。

2. 能否熟悉编制工程项目安全控制的目标、方法

和程序。

3. 检查施工现场是否符合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情况。

4. 是否熟悉安全教育培训的要求。

8+2 10



114 Vol. 4 No. 2 2021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改革与实践

2

安 全 检 查 与

安 全 事 故 处

理

安 全 检 查、

安 全 评 价、

安 全 事 故 的

案例分析

根据背景资料分析安全检查的

重要目的、意义及要求；安全

检查的内容、分类和方式；安

全评价的目的和方法；职业健

康安全事故的分类和处理。

1. 是否掌握安全检查的意义。

2. 是否掌握安全检查的内容和方式。

3. 能否能够对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提出处理

意见。

2+2 5

3
土（石）方工

程安全技术

土（ 石 ） 方

工 程 安 全 的

案 例 分 析 与

虚 拟 建 模 仿

真操作。

根据背景资料阅读、分析和审

查土方开挖的安全技术要求；

基坑支护的安全技术要求；基

坑支护的控制。

1. 能否阅读、分析和审查土石方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并提出建议。

2. 能否能够编制土石方工程安全施工技术交底资

料。

3. 能否能够按照检查评分表组织对基坑支护进行

安全检查和评分。

4+2 10

4
模 板 工 程 施

工安全技术

模 板 工 程 施

工 安 全 的 案

例 分 析 与 虚

拟 建 模 仿 真

操作

根据背景资料分析和仿真模拟

模板工程安全技术要求；模板

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要求；模板

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要求。

1. 是否参与模板工程施工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写、

审查，并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2. 是否能按规范要求编制模板施工安全技术交底

资料、参与安全技术交底活动，并记录和收集与

安全技术交底活动有关的安全管理档案资料。

3. 能否能够按照检查表对模板工程进行安全检查

和评分，并参与模板工程安全验收。

4+2 5

5
脚 手 架 工 程

安全技术

脚 手 架 工 程

安 全 的 案 例

分 析 与 虚 拟

建 模 仿 真 操

作

根据背景资料分析和虚拟建模

脚手架的种类；脚手架工程安

全技术要求；脚手架拆除要求

及安全管理；脚手架施工中的

教训。

1. 能否对脚手架施工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阅读和

参与编写、审查，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2. 能否编写脚手架工程技术交底资料，是否能参

与脚手架施工安全技术交底资料活动，并记录和

整理与安全技术交底活动有关的档案资料。

3. 是否能够按检查表对脚手架工程进行安全检查

和评分，是否能够对验收脚手架工程提出建议。

4+2 5

6
建 筑 工 程 施

工安全防护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安 全 防 护

设 施 和 案 例

分 析 与 虚 拟

建 模 仿 真 操

作

根据背景资料分析和虚拟建模

仿真操作“安全三宝”“四口”

和“五临边防护”的设施。

1. 检查佩戴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是否正确，检

查安全网安装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要求。

2. 检查“四口”“五临边”的安全防护是否按标准、

规范要求设置。

3. 是否能够对“三宝”“四口”安全防护和高处

作业按规定进行检查和评分。

2+2 5

7

施 工 现 场 临

时 用 电 安 全

技术

施 工 现 场 临

时 用 电 安 全

的 案 例 分 析

与现场操作

根据背景资料对现场操作施工

用电设备设施进行检查，进行

临时用电专项方案设计；掌握

安全用电基本知识。

1. 能否对临时用电专项施工方案进行阅读、编写

和审查，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2. 能否能够按检查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设施

进行安全检查和评分。

2+2 5

8
施 工 机 械 安

全技术

施 工 机 械 安

全 的 案 例 分

析 与 虚 拟 建

模仿真操作

根据背景资料分析塔式起重

机、物料提升机、施工电梯、

常用施工机具、起重吊装的安

全技术要求并进行虚拟建模仿

真操作。

1. 能否阅读、编写和审查建筑施工主要机械设备

专项施工方案，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2. 根据安全检查表对筑施工主要机械设备进行专

项安全检查和评分。

6+4 5

9
拆 除 工 程 安

全技术

拆 除 工 程 安

全 的 案 例 分

析 与 虚 拟 建

模仿真操作

根据背景资料分析和虚拟建模

拆除工程专项技术方案中的编

制依据与编制内容；熟悉普通

拆除作业安全控制的基本要

求。

1. 能否阅读和参与编写生产拆除工程专项施工方

案，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2. 能否编制拆除工程安全施工交底资料和参与拆

除工程安全技术交底活动，收集安全技术交底活

动的档案资料。

2+2 3

10
治 安 保 卫 工

作

治 安 保 卫 工

作 安 全 案 例

分析

根据背景资料掌握施工现场治

安保卫工作的任务及注意事

项；治安保卫工作责任分解；

现场治安管理制度。

1. 是否能够对治安保卫工作进行责任清单的分

解。

2. 是否能够对现场治安管理制度深入了解。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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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 工 现 场 安

全 管 理 与 文

明工地创建

施 工 现 场 安

全 管 理 与 文

明 工 地 创 建

活 动 案 例 分

析

根据背景资料对施工现场安全

管理与文明工地创建活动要求

进行检查，按规定下达整改通

知单，并提出整改建议。

1. 是否参与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与文明工地创建活

动的检查。

2. 是否掌握施工现场文明施工创建活动的主要内

容。

3. 是否能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与文明工地创建活

动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2+2 8

12

环 境 保 护 与

环 境 卫 生 工

作

环 境 保 护 与

环 境 卫 生 的

案例分析

根据背景资料模拟现场对环境

卫生与防疫要求、大气污染防

治、施工噪声污染、水污染、

施工固体废物污染、照明污染

进行检查，按规定下达整改通

知单，提出整改建议。

1. 是否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卫生的检查活动。

2. 是否能按标准、规范要求编制环境保护措施。

3. 是否能对现场环境保护与环境卫生工作提出整

改意见。

2 2

13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消 防 安 全 事

故 的 处 理 案

例 分 析 与 虚

拟 建 模 仿 真

操作

根据背景资料明确施工现场消

防安全职责，虚拟建模仿真操

作消防设备设备，对消防设施

进行有效管理，收集、整理、

填写相关资料。

1. 是否参与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编

制。

2. 是否参与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检查和有关消防安

全管理档案资料的收集。

2+2 5

（三） 技能比赛以提高学生职业技能

为了适满足建筑公司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要求，学院每

年组织了一次大学生的技能竞赛，以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编制和建筑 CAD 绘图为比赛项目，并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实施，

学生对技能比赛有很大的动力去参加，通过同台比赛，学生的专

业技能水平得到提高。

（四）实践培训改革正在取得成果

1. 实践培训侧重于虚拟建模培训

通过课程内容将虚拟建模培训软件用于所有 13 个种学习情

况，学生可以在虚拟建模培训中心中独立完成建筑施工安全技术

和管理项目的操作，从而解决了无法前往现场的问题。

操作使用项目教学方法进行，以“高校行政办公楼建设项目”

为依据，并制定相关任务并“模拟实际工作过程”。为了使学生

在任务中发展自己的专业技能，确定了实施项目任务，数据收集，

计划，小组讨论，计划制定，记录检查，评估摘要和其他过程。

2. 采用虚拟建模培训以使培训有效

为了在 13 个种学习情况下轻松完成每个任务，主要使用虚拟

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和管理虚拟仿真教学建模培训软件。虚拟建模

软件使用 BIM 和 VR 技术，使建筑场景真实。学生的计算机操作

就像在实际建筑工地上的操作一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它是一个集成了当前标准的模型，以建筑行业规范并实施施工现

场模拟建模。全面的模拟操作系统具有许多功能，例如动态过程

演示和结果智能评估，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 

（五）教学方法改革见成效

老师根据课程的学习情况分解任务。在学习每种情况之前，

老师将向学生发送与情况有关的工作表，并进行课堂指导和动手

训练，以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在学习混凝土工程安全技术之前，

老师安排了一次混凝土结构事故，在此案的背景下，由于施工期

间工人的不当工作，发生了模板倒塌的案例。问题：为什么模板

在事故中倒塌？此情境的设立使学生承担了自主学习任务，老师

紧随其后指导，学生掌握模板安装的安全技术要求，收到了预期

的效果。 

五、 课程评估侧重于过程评估

该课程的总评估分数为 100 分，包括：学习方法（20 分），

常规作业（10 分），第一个学习项目 10 分，第二个学习项目 5 分，

第三个学习项目 10 分，第四个学习项目 5 分，第五个学习项目 5 分，

第六个学习项目 5 分，第七个学习项目 5 分，第八个学习项目 5 分，

第九个学习项目 3 分，第十个学习项目 2 分，第十一个学习项目

8 分，第十二个学习项目 2 分，第十三个学习项目 5 分。学生可

获得 20 分的全勤率，每旷课一节将扣除 1 分，直到扣除 20 分为止。

课后有 10 个作业，完成每一个作业计 1 分。 

六、 结语

结合安全人员岗位的职业技能，建筑安全技术与管理教学改

革实践探索中结合了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和模拟操作培训，从而使

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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