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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 BIM 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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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理工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 结合数字技术与建筑产业的有效融合，分析新形势下土木工程BIM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团队
与实践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传统工科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改造的途径和方法，介绍昆明理工大
学在土木工程BIM技术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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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施工进度，指导项目管理；BIM结合预制加工，优
化施工场地布置；通过虚拟仿真，对施工方案进行预演，

并为数字化运维管理提供了条件，解决设计—生产—施

工—运维过程中各参与方的信息共享、协同工作 [2][3]。

数字化建造包括数字化建造技术方法、数字化加工

与拼装技术、数字化虚拟建造与控制技术、数字化设计

及控制技术、大型机械设备数字化技术、智能化人员安

全控制技术等多个方面。因此，数字建造环境下的土木

工程专业人才既需要具备深度的知识，又需要有广博的

知识面，是集深与博于一身的人才（T型人才），在横向
上具备比较广泛的一般性知识修养，在纵向的专业知识

上具有较深的理解能力、独到见解和较强的创新能力。

2  国内 BIM人才现状

BIM技术起源于美国，美国采用 BIM 的项目数量增
长迅速，据统计，截至 2013年 8月，美国 1/3企业 BIM
技术的使用率已达到 60%以上，而由美国政府负责建设
的项目中，BIM使用率已达到 100% [4]。

我国 2002年才开始研究 BIM理念和技术，起步较
晚，但近几年发展较快。图 1为根据超星网提供的 BIM
类中文期刊论文数量（篇）绘制的统计图（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从中可以看出，BIM类中文期刊论文在近
几年得到了快速增长，涉及建筑设计、结构设计、项目

管理、工程造价管理等不同领域，表明 BIM技术在国内
数字化建造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此外，超星网统

计的 BIM类学位论文数量与分布情况表明，高校学生
中，硕士、博士研究生在 BIM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中占
据绝对地位，本科生的 BIM研究能力尚待提升。

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数字技术在建筑与土木工程

领域得到迅猛发展，促进了设计过程和建造过程的高度

融合，对工程设计与建造产业的创新变革和发展产生了

重要作用。基于传统建筑类型、传统材料和工艺的智能

化数字建筑技术升级，也带来了以性能、效率为代表的

产业发展未来，并逐渐成为建筑产业的研究与重点发展

方向。从行业发展看，建筑设计可视化、生产工厂化、

施工装配化、管理信息化、应用智能化符合新工科“理

念新、要求新、途径新”的基本特征。

面对现代建筑产业技术升级，土木工程专业也需要

由传统工科专业向新型土木工程专业转型、升级、改造。

因此，开展以面向建筑工业化、智能化的“新工科”土

木工程人才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对培养

未来建筑业所需要的新型智慧建筑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1  数字化建造及其对土木工程人才能力要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的新

要求，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催生新兴产业发展，赋能

传统产业转型，驱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时代。建筑业

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数字

建造将催生产业变革。

数字建造是在计算机软件的平台上，实现对建筑物

虚拟的建造，其主要特征是利用具有建筑信息加工的软

件，建立建筑信息模型一种全新的产业模式，目的是为

了提高资源的效率，交付高性能的工程产品，从而实现

建筑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增值和生态可持续的建造。建筑

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最大特征是建造的过程性，包括以

下四个阶段：一是智能规划，即算法设计；二是生成式

设计；三是数字化施工；四是智慧运

维 [1]。

BIM的实施是数字化建造的前提。
设计者需要学习运用 BIM软件功能，
并进行 BIM工作流程的改造。在基于
BIM技术的协同平台上，建筑、结构、
机电、绿建和装修等专业间的数据顺畅

流转，无缝衔接。建筑模型、结构模

型、机电模型组装后，利用 BIM模型
在设计阶段检测碰撞，优化设计方案； 图 1 超星网统计的 2000年以来 BIM类期刊论文数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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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BIM软件的应用已
经比较成熟，在设计、施工以及建成后的维护和管理阶

段都得到广泛运用。与其相比，我国尚有较大差距，其

中一个主要因素是我国的 BIM应用型人才的严重不足，
人才短缺的问题直接影响了 BIM技术在我国的推广与发
展，需要在政府引导、行业倡导下，加快推动 BIM人才
培养的步伐，解决 BIM人才短缺问题，而培养 BIM技
术人才恰恰是高等学校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高校是培

养专业人才的摇篮，学生是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人

才的后备军，将 BIM技术融入专业技术，培养一批具有
创新意识、掌握创新工具的新型工程技术人才，这不仅

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同时也顺应了行业市场需求

和发展。

3  数字建造引领下土木工程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BIM技术涉及面较广，对知识和能力的要求较高。
目前，在国内部分设置了土木类专业的高校中设置了

BIM技术课程，但在教学课程体系、校企合作教学平台、
实训时间基地建设、教学团队建设等方面仍有待加强和

完善。

3.1 教学课程体系
不同高校土建类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存在较大差异，

对 BIM技术的培养要求与培养方式也不同，部分高校由
于受到培养方案中学分的限制，虽然设置了一些 BIM技
术选修课程或将 BIM技术融入一些教学内容中，但教学
课程体系以及分层次、分阶段进阶式培养的整体性得不

到体现，系统性的 BIM教材缺乏；存在依托单个专业进
行培养的问题，缺乏多专业之间基于项目协同的训练，

生产科研成果反哺课堂教学不多，学生的专业视野与专

业协同能力不足，适应性有待提升。

3.2 实训教学平台建设
BIM人才的培养需要构建多学科交叉、多专业共享、

多模块组合的全过程实践教学平台。实践教学平台应能

够体现建筑生产实际，使实践教学内容工程化、综合化、

系统化和集成化，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知识综合

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提高专业教育实践教学环节的质

量与水平。受限于学校经费的有限性，实训教学平台建

设需要政府、企业的支持，共同搭建具有可持续性的实

训教学平台。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昆明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结合行业转型、升级、改造对 BIM技术人才的需求，结
合现有的建筑学、土木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工程

管理、工程造价、工程力学、给排水科学与工程、建筑

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等专业的实际，开展 BIM技术人才
培养的研究，主要包括：

3.2.1 构建分层次、分阶段进阶式课程体系

学院七个专业结合行业发展需求，在 1～2年级结
合建筑制图，开设了“BIM技术应用初步”课程，学习
BIM基本概念与初步建模技术；在 3年级，结合专业教
学内容与专业 BIM软件，开设“BIM技术进阶”课程，
提高学生本专业 BIM应用技能；在 4年级的毕业设计环
节，通过遴选实际工程项目，开展基于 BIM的多专业协
同毕业设计，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培养学生的多专业

协同能力，构建了分层次、分阶段进阶式课程体系。

3.2.2 通过校企合作，培养师资队伍

整合学科、科研和教学资源，打通教学和科研平台，

开展产学研深度合作。专业教师通过与企业合作，承担

了企业委托的“昆明地铁 4号线 BIM技术应用”“基于
BIM技术云投商务大厦机电系统深化设计与服务”等项
目，加强了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形成了稳定的教学与科

研团队，并指导基于 BIM技术的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多项。

3.2.3 搭建 BIM 专业教学平台

通过建设校级“BIM研究院”、BIM大数据基地、
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VR/AR中心等平台，提供
给师生更多选择和施展空间；依托校企合作基础，构建

了“一条主线（BIM）、多个平台、多专业协同”的土建
类 BIM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创新模式与平台，培养学生工
程思维、协同思维和数字化思维，提升学生解决土木工

程复杂问题的能力。

4  结语

数字建造以 BIM技术为载体，是建筑行业转型、升
级、改造的迫切需要，符合新工科的理念。高校需要结

合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调整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构建基于数字化建造的多专业协同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

形成新的课程体系、实践教学体系、课程内容并实施，

探索传统工科专业多学科交叉融合改造的途径和方法，

适应智慧建造时代的到来，实现新型土木工程专业建设

的内涵式发展。

作者简介：费维水（1964.6—），男，安徽肥东人，
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土木工程。

基金项目：云南省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项目编号：JG2018038）；昆明理工大学新工科研
究与实践项目“数字建造引领下的土建类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参考文献】

[1] 丁烈云院士：数字建造技术与产业变革 .http: //www.sohu.com/a/ 206672360_99902302.
[2] 李勇，管昌生．基于 BIM技术的工程项目信息管理模式与策略 [J]．工程管理学报，2012（4）：17-21．
[3] 叶浩文，周冲，樊则森，等 .装配式建筑一体化数字化建造的思考与应用 [J].工程管理学报，2017（5）：85-89.
[4] 潘婷，汪霄 .国内外 BIM标准研究综述 [J].工程管理学报，2017（2）：2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