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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工程观”的应用型本科高校
“智能建造专业集群”形成逻辑

翟攀攀　郭璐璐　郑　超　朱　凯　宋新生　宋帅奇

河南城建学院，中国·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　要】分析当前国内智能建造专业建设模式、建设现状（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工程实训）、存在问题；研究分

析“大工程观”视域下，应用型本科高校“智能建造专业集群”的形成逻辑、建设模式等,提出基于“大工程观”的智慧

建造专业集群建设思路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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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践管理模式探索与实践-以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为例（2024JG050），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方法探究

（2024JG244）。

1　研究背景

“大工程观”是伴随着美国工程教育发展过程而产生的

指导工程教育改革创新的理论体系，“大工程观”概念最

早由MIT 院长莫尔（Joel Moses）提出。“大工程观”的内

涵，其本质就是将工程中各因素（工程实践、技术因素、

环境因素、科学理念）融为一体的，具有可操作性、创新

性、系统性的 “工程模式”教育改革理念体系[1]。

同样地，新工科是我国基于国际大环境、国家战略需要

而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教育改革导向，其内涵是交

叉融合、协调合作为主要途径，培养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

创新型复合工程技术人才[2]。智能建造专业在新工科背景

下应运而生，于程水、毛超等学者对智能建造知识体系构

架、专业形成逻辑、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教育改革创新

和实践平台构建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探索与研究[3-7]。

建筑业在我国经济构架中占主导地位，但我国建筑行业

的特点是大而不强，核心竞争力缺乏[8]。在新工科的改革浪

潮中，智能建造专业应运而生，不仅能满足绿色建筑的国

家性战略需要，又可以促进建筑行业转型，由原来粗放式

的发展向绿色、环保、智能、科技创新等方面发展。

如何突破各交叉学科及相关专业体系之间的壁垒，培养

符合建筑行业改革浪潮需求、具备“大工程观”视域的复

合创新型人才？ “大工程观”视域下如何构建应用型本科

高校“智能建造专业集群”？本文将进一步研究，在“大

工程观”背景下，新工科专业-智能建造专业的产业集群的

形成逻辑。

2　国内智能建造专业建设现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探索极地、向太空和沙漠

进军，我国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进程的不断推进，智

能建造方向人才需求量逐年增加，且对人才质量的要求也

在发生变化。2018年同济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所开设智能建

造本科专业的高校，也是当年唯一一所。

当前，我国高校专业的设置与社会产业岗位不是一一对

应，各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令土木工程学科范畴不断扩张，

新工科专业加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近年来，建筑产业

市场中系统和流程管理工程师需求量不断增加，这个趋势

与“大工程观”工程教育改革理念不谋而合，创新型项目

管理工程师对工程建造全部环节具有把整体把控能力和系

统性优化能力。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开拓创新，构建智

能建造专业“十字型”知识体系。

重庆大学智能建造专业整合7个专业师资力量，共建“

双师制”培养方案，建立了多专业联合培养毕业设计的教

学探索与实践机制，契合新工科专业的要求，体现了学科

间交叉融合和协调合作，为我国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打开了新局面，同样也契合“大工程观”的工程教育改革

理念。

综上所述，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具备“T”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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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结构，即“一横”要求智能建造领域人才具有宽泛的

知识面，“一竖”要求其专业知识在某一方面足够深入[9]。

3　智能建造专业集群的形成逻辑

专业集群是产业集群上的单一产业链岗位（群），按照

专业群落建设原则，以与主干学科（土建类学科）高度关

联的特色专业为中心，充分融合各相关学科基础的若干专

业的有机集合[10]。现代产业学院的宗旨是产教深度融合、

校企深度合作[11]，依托河南城建学院智慧建造产业学院，

智能建造专业集群建设，拥有覆盖建筑业全产业链的专业

人才培养体系，联合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市

政与环境工程学院等师资力量，在“大工程观”视域下，

顺应“新工科”发展潮流，依托智慧建造产业学院，智能

建造专业集群建设应遵循如下逻辑。

3.1“大工程观”引领工程教育改革

智能建造专业集群的建设应遵循“大工程观”工程教育

改革理念，“大工程观”将科学因素、技术因素、环境因

素和人文因素等工程要素融为一体。“大工程观”从工程

实践出发，将大型复杂工程体系上升到学术研究领域，建

立现代工程教育改革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不仅指工程规

模之“大”，而是指工程系统所需要的学科知识体系范围

之“大”，涉及学科体系范围远远超出工程科学知识体系

范畴。“大工程观”工程教育改革理论体系包含整体论、

应变思想及“再循环”的方法与思路，要求工程学科间的

创造性综合，与传统工程学科细分思路有所不同。因此，

智能建造专业集群建设逻辑应遵循“大工程观”的工程教

育改革理念。

3.2顺应“新工科”发展浪潮，体现交叉融合、协调合

作机制

“新工科”理念中，“工科”仍是其本质，“新”体现

在理念的创新，人才需求的创新和建设途径的创新。理念

的创新是“新工科”发展方向和思路的集中体现，要应对

时代变化、塑造未来世界。人才需求的创新要求培养方案

的创新与改革，以人才需求的改变为导向培养多元化复合

型创新人才。建设途径的创新要求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

资源的协调与共享，复合型创新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应以

交叉、融合为着力点，硅谷模式及高校科技园等途径基于

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产学研改革，为“新工科”建设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智能建造专业集群建设恰好顺应“新工

科”发展浪潮，体现交叉融合、协调合作机制，以优质教

育资源和教育平台共享为抓手，打造“新工科”发展背景

下智能建造专业集群。

3.3依托智慧建造产业学院，打造智慧建造专业集群

主体

智慧建造产业学院作为现代产业学院的代表，对于校

企深度合作、深化产学研改革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河

南城建智慧建造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品牌项目-共建课程和教

材、共建实践教学条件和基地项目。专业集群是产业集群

上的单一产业链岗位（群），按照专业群落建设原则，以

土建类主干学科为中心，充分融合各相关专业而建立起来

的专业群落有机体。依托智慧建造产业学院优质资源，打

造智能建造专业集群主体，是专业集群建设的有效途径。

4　建设思路与措施

智能建造专业集群框架的搭建[12]，交叉融合是新工科

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智能建造技术是基于土木

工程技术，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

而形成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技术体系。基于“大工程

观”工程教育理论体系，智能建造专业集群的建设，应以

土建类专业学科为核心，交叉人工智能类专业与机械制造

类专业，辅以通识类非技术专业，打造“大工程观”视域

下，应用型本科高校智能建造专业集群建设方案。

智能建造专业集群课程体系的构建及教材的改革[13]，

要适应“大工程观”视域下教育教学内容的重构，即要构

建基于专业集群的交叉学科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并要注重

工程教育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智能建造专业集群课程体系

的打造要以土木工程学科课程为基础[14]，对专业集群中各

交叉学科课程进行融合，并结合BIM、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对

教材的建设进行改革创新。

关于实践教学方面，专业集群的理念更加需要融入实

践教学方案的设计中去[15]。由于智能建造专业是多学科

复合型专业的特点，实践教学平台的建立应充分考虑“

新工科”要求的交叉和融合的特性，更需要遵循“大工

程观”工程教育改革理论体系要求的工程的系统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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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等内容。课程实践环节中，相关学科及技术的融合

要有所体现；毕业设计环节中多学科综合设计的机制改

革成为必须。

5　结语

本文研究了“大工程观”视域下，应用型本科高校智能

建造专业的发展前景，专业集群的建设可以满足当下建筑

产业的改革趋势，多学科交叉与智能化新技术的融入成为

产业革命的常态。“大工程观”理念的引入为智能建造专

业集群的建设开辟了新路径，对智能建造专业发展提供了

新思路。

（1）智能建造专业集群的建设应遵循“大工程观”工

程教育改革理念，“大工程观”将科学因素、技术因素、

环境因素和人文因素等工程要素融为一体。基于“大工程

观”工程教育理论体系，智能建造专业集群的建设，应以

土建类专业学科为核心，交叉人工智能类专业与机械制造

类专业，辅以通识类非技术专业，打造“大工程观”视域

下，应用型本科高校智能建造专业集群建设方案。

（2）智能建造专业集群建设恰好顺应“新工科”发展

浪潮，体现交叉融合、协调合作机制，以优质教育资源和

教育平台共享为抓手，打造“新工科”发展背景下智能建

造专业集群。加强人文、工程伦理、环境等非技术知识体

系的构建，强化创新创业思维方式等通识通能教育模块建

设，打造完备的知识体系。

（3）依托智慧建造产业学院优质资源，打造智能建造

专业集群主体，是专业集群建设的有效途径。

（4）由于智能建造专业是多学科复合型专业的特点，

实践教学平台的建立应充分考虑“新工科”要求的交叉和

融合的特性，更需要遵循“大工程观”工程教育改革理论

体系要求的工程的系统性、完整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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