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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合课程研究的定位和界定

长期以来，对于综合课程的概念的界定不能统一。历史上

第一次明确提出课程综合化问题并对之系统理论论证的是德国教

育家赫尔巴特，他认为孤立的、支离破碎的教材不利于以德性

或意志为核心的完整人格的形成，教材应以德性或意志为核心彼

此关联起来[1]。之后在综合课程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学科综

合课程”整合方式，即将两门及以上相近学科组合构成一门综

合学科领域，在这综合学科领域中分别包涵着各相近学科主要教

学知识点或教材内容的组合。

2  创建面向“岗位要求 + 职业能力”的综合课程模式

通过市场调研、职业分析、咨询论证、课程分析、形成

建筑智能化专业的工作任务分析表、构建“基础厚、模块活、

实践特”的课程体系模式。建筑智能化专业综合课程的研究与

开发将斯腾豪斯的“过程模式”和施瓦布的“实践模式”进

行融合，聚焦于具体工作情境和实践中的需要和问题，课程内

容的选择上为使学生起积极作用，允许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做

出选择并对选择结果进行反思，能再真实的工作案例中加强对已

学知识技能的综合应用能力，并不断锻炼综合职业能力。可以看

出，整个课程体系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综合课程项目

的组织与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实际动手能力，

学生顶岗实习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明显加强。

3  建筑智能化专业综合课程的实践探索

3. 1 专业规划的调整，从专业的实际出发，坚持技术型、

实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调整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遵循五年制高职教育的规律，适应现代高职教育的发

展趋势，能使学生在全面成长的同时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知识、能

力、素质有机结合，富有时代特征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2]。培

养具备建筑智能化各系统的设备安装与调试、系统运行与管理，

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和应用能力，能从事技术、经营与管理工

作的一线技术技能型人才。

3.2综合课程的设置，完全打破学科性专业知识的纵向完整

体系的框架，整合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职业能力要求，强化“岗

位要求+职业能力”的综合应用，适应企业和职业岗位的需求，突

出新知识、新技术运用[3]。修订和完善“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安防技术项目”、“网络布线项目”、“电

梯维保项目”和“消防技术项目”四个项目综合课程。同时根据

综合课程实施情况，动态调整综合课程项目工作任务，将行业发

展中的新知识、新技术及时融入项目工作任务之中，提高综合课

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3综合课程的实践，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建成支撑学生核

心就业竞争力的专业综合课程，以专业知识的应用与分析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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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年制建筑智能化专业综合课程探索与研究的目的，旨指学生专业知识的整合与拓展，应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知情
意行的协调与发展，认知和明确“综合课程”定位和界定，创建面向“岗位要求+职业能力”的综合课程模式，从专业规划、课程
设置、教学实践和课程评价等方面大胆探索与创新实践，训练和培养学生对所学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的融汇贯通以及综合应用的能
力，促进职业素养的养成和职业能力的提升，适应未来职业岗位的需要。

【关键词】建筑智能化专业；综合课程；岗位要求+职业能力

围绕项目工作任务，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创新采取“2 + 1”

企业化式协同教学模式，即2 名指导教师（师傅）和1 名实训

管理员组成的“企业化”式综合课程指导团队，分工协作，各

司其责，全程参与综合课程实践项目的过程性指导。

4  建筑智能化专业综合课程的研究心得

4.1校企合作是综合课程研究之基石，是加强职业教育专业

应用性的捷径，是综合课程研究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要提高

职业教育与社会企业需求的同步性，建立以培养“岗位要求+职

业能力”为核心的综合课程教学体系，满足岗位需要的职业能

力培养。教学过程即为项目实施流程，包含了智能化系统工程

的设计、施工、调试验收和维保等工作，涵盖学生就业所涉及

的对口岗位群，并在教学过程中，渗透企业文化，以企业纪律

管理学生，给学生以真实的职业体验，提高学生在合作企业顶

岗实习与就业的工作适应性。

4.2“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是综合课程研究之保障，综

合课程是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

方式，有利于促进专业教师的知识全面性，更新教学信息资源，熟

悉学科之间的关联和冗余，提升教师专业水平的同时，对学生的

学习效果有积极影响，“双师型”指导教师，才能在学生完成实际

工程项目中有更准确有效的指导，提出更好的建议，给出更客观

合理的评价。

5  结束语

总之，综合课程所倡导的知识联系性和整体认识观易于激发

整体“顿悟”，解放学生的创造潜能，与此同时，综合课程给学生

呈现的各课程本身以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有助于从整体专业的

角度出发传递具有本专业学习方法与技能，有助于学生形成独立

学习的能力和整体认知的能力。建筑智能化专业综合课程的研究

和实践探索，为学生继续学习和对口就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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