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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企业和社会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

才的要求。我们充分挖掘院校特色，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探寻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和社会企业人才需求的无缝衔接。对于建筑行

业，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BIM 技术在业内得到广泛认

可，建筑类专业院校培养BIM 技术人才迫在眉睫。我们进行了

基于“BIM 工坊”的岗位链式人才团队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1  BIM 人才培养现状

现阶段，国内BIM 技术人才的推广仍旧依赖培训机构，然

而培训机构注重BIM软件的使用培训，与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

需求相差甚远。职业院校BIM人才培养刚刚起步，对于学生的培

养处于探索阶段，在BIM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

1.1定位模糊，方向不明

在长期传统教学模式下，引入BIM技术，并尝试应用于工程

实践场景中，由于其冲击和影响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

造成了新的职业定位模糊和专业方向不明的问题。在BIM技术人

才培养过程中，教学模式仍多采用传统模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只能浅显了解BIM技术相关软件的简单操作，并未深入了解何为

BIM技术。对BIM技术在今后工作中应用保持怀疑，对自己的职业

定位不清楚，更不了解职业优势。

1.2教学单一，专业壁垒

BIM技术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目前，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供给与产业需求在结构、质量、水平上的不适应现象日益突出。职

业院校目前普遍采用“讲授+实践”的教学形式，并将一门课程

所涵盖的知识内容局限于单一专业。教学形式的单一化，专业间

壁垒的存在导致教师教学过程中埋下了很多隐患，这就要求职业

院校在现有教学模式下进行突破，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1.3课时不足，师资缺乏

BIM技术人才培养主体的职业院校现有课程体系中，融合BIM

技术的课程不足，同时还存在缺乏师资和教学资源短缺的问题。

对于BIM技术人才培养，要求师资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宽泛的

专业知识，但目前从事BIM技术教学的教师大多是通过培训、公

开课以及书本获取BIM知识，缺乏深入真实工程的经验。

2  基于“BIM 工坊”的岗位链式人才团队培养模式

我们依托“BI M 工坊”，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服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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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个体技能与团队协作能力全面发展，构建了基于“BIM 工坊”

的岗位链式人才团队。①

2 . 1“岗位链式人才”培养，完善了专业和个人定位

BIM是一种新兴的建筑技术与管理模式，具有贯穿建设工程

全生命周期的特点，形成系列工作岗位，如建模、优化、效

果展示、5D 管理等。为适应该特点，我们打破传统的单一岗位

培养，创新“岗位链式人才团队”培养模式。该模式是在对

全班学生进行通识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基础上，根据学生的不同特

点与兴趣来确定培养岗位。②依托“B I M 工坊”，校企针对系

列岗位学生协同培养，采取“底层课程互享、专业课程分段和

高层课程互选”课程体系，课后学生进行对应岗位实践，培养

出企业需要的既具有专业通识、又具有特定岗位能力的专业技术

人才。见图 1 所示。

图1      依托“BIM工坊”的岗位链式人才培养模式

2.2 以 BIM 技术引导，重构课程体系

为增加BIM技术相关课程，利用“工坊模式”创新性地将传

统课程进行重构，采用信息化手段高效完成教学目标。例如，2016

年开始，将工程造价专业的《建筑制图》、《建筑构造》、《建筑识

图》、《平法与结构识图》、《广联达BIM土建计量平台GTJ》传统五

门课打破重构，并融入建筑材料与施工技术，打造了一门《建筑

入门与识图》课程，开创性地用三维建模来完成二维识图的教学。

学生通过亲自上机建立广联达三维土建模型，完成二维建筑、结

构平法施工图的识读。90%以上的学生在104学时内都能完成2套

建筑、结构施工图的识读及建筑结构模型的建立任务，解决了

中职学生施工图识读的瓶颈难题，并为后续预算及BIM建模打下

了坚实基础。

2 . 3 改变教学方式，实现“自主学习”

岗位链式人才团队培养模式，职教师资职能进行重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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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师不再只是知识的讲授者，更是知识技能的遴选者、组

织者，还是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引领者与陪伴者。我们

的BIM 教师团队由校企专兼职教师与本班“学生助教”共同组

合而成。课前教师把授课信息推送给学生。课堂上，由学生助

教轮流执教，让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成为教育教学的

主体。实践证明：此模式大大提升了中职学生的自信与学习兴

趣，提高了学习效果，轻松实现了课程思政。

2.4构建学习团队，改革学习方式

在学生校内成长过程中，“BIM工坊模式”促使学生完成“要

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学习态度实现从被动听讲到主动学

习、主动解决问题的转变，教育地位从“被培养”到“自我成长”

的转变，如图2所示。我们以BIM技术职业方向学生为基础、以

优秀的学生助教为骨干创建了“BIM工坊”团队，以企业实际项目

为学习和工作内容。团队的工作目标清晰，分工明确，每个学生

都能根据自身特点唤醒自主意识，养成了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BIM工坊不仅是课堂的延伸，更成为学生全面自主成长的阵地。

图2        促使学生观念转变

2 . 5 改变考核方式，实现“真才实学”

课程考核由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考核按不同权重综合评定。

过程性评价由学习态度、过程性作品提交等内容构成。结果性考

核，则通过学生大作品展示、讲解及专家提问、学生答辩的模式

进行。答辩专家由企业实践专家、校内专业教师组成的技术技能

专家组和德育素养专家组共同组成。该过程真正实现了学生岗位

能力的考核与评价。

3  总结

基于“BIM 工坊”的岗位链式人才团队培养模式，以服务

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重新定位教师在学生成长中的地位和作用，

通过创新课程体系，全面实施三教改革，创新评价模式与教学内

容等举措，以实际工作项目为抓手，对学生按岗位进行分工，

使其在真实工作情境中自主学习，助力学生自我成长。实现了

复合型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为职业院校BIM人才培养建设提供

参考。

注释：

①“岗位链”是指产业链由低到高，为具有不同技术能力的

人才提供了不同层次的具有相关性的岗位“节点”组成的岗位

系列。

②“链式人才”是指职业教育培养的适应岗位链上不同层级

岗位“节点”的技能人才。以BIM技术作为完整地链式主体，链

式人才可以胜任岗位链上的一个节点，也可以胜任多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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