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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智能建造的人工环境工程专业领域研究生培养

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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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智能建造的背景下，建筑行业呈现智能化、信息化特点，人工环境工程专业领域研究生培养发生了变化。以辽宁工业大学为

例，通过分析人工环境工程专业领域研究生培养现状，从培养方案、培养模式、实践基地等方面讨论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的具体措

施，通过多年实践取得了较好的人才培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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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z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has changed. Taki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measures for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rai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program, training mode, practice base, etc., and has achieved good talent 

training results through years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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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径 [1]。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目标是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相关理论知识、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

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

中特别提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主动适应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行

业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及未来人才重大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推动

人才培养与行业产业发展互促交融、良性互动 [2]。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核心是“应用”，本质是学以致用，“应用”的基础是掌握职业领

域的知识，“应用”的对象是职业领域的工程实践。

2018 年，我国对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进行调整，将建筑与土木

工程、水利工程、农业工程等学科合并，调整为土木水利专业学位

类别，人工环境工程（供热、通风及空调等）是土木水利专业类别

下的专业领域。人工环境工程是典型的紧密联系行业领域和工程实

践来进行理论知识和技术技能培养研究生的专业。该专业学位研究

生就业面向工程管理、设计、施工等一线生产环节，既要求研究生

能够熟练掌握工程基本理论知识，并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工程

问题，具有较好实践能力和工程素养，又要求研究生适应产业发展

趋势，具有一定的专业创新能力 [3]。

在“双碳”与绿色发展的目标下，以智能建造和信息化技术

为引擎，土木建筑行业着力开展转型升级 [4]。人工环境专业与智能

信息技术结合紧密、应用性特色鲜明，具有智能化、信息化升级的

迫切需求与先发优势。本文以辽宁工业大学人工环境工程专业研究

生培养为例，面向智能建造行业需求，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修订、培养模式优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及导师队伍能力提升等方

面进行探讨。

一、人工环境工程专业领域研究生培养的现状分析

辽宁工业大学人工环境专业领域以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培

养目标，定位于服务于区域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扎实的学科

基础和宽泛的专业背景，面向工程和生产一线，懂设计、会施工、

能管理，具有创新的意识、思维、方法及能力。建筑智能化、信息

化转型升级，对人工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

对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有效地开展研究生实践教学，突出创新能

力和实践能力的塑造，成为专业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分析人

工环境工程专业领域研究生培养现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第一，专业学位服务面向定位不准确。面对土木建筑行业现状、

智能化发展以及技术更新的趋势，人工环境工程专业领域对人才培

养需求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不能形成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行

业转型发展的有效对接，专业特色不突出，导致人才培养与智能建

造需求之间匹配性差，不利于专业知识的应用与转化，服务行业转

型升级能力不强。

第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亟待创新。人工环境工程专

业领域仍采用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侧重学术能力的评价，而对

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具备的素质与能力没有提出科学的标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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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全面的规划，对面向智能建造需求的培

养人才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限制了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质量和

效率。

第三，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运行机制仍需完善。实践基地是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平台，但高校和实践教学基地依托企业

缺乏稳定的合作建设关系，实践教学基地后续投入不足，运行机制

不完善，没有进入良性运行与发展轨道，导致实践教学基地对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的支撑作用发挥有限。

二、人工环境工程专业领域研究生培养的改革措施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建设中，遵循研究生学习规律和

培养规律，围绕培养方案、培养模式和实践教学基地三个方面，提

出自上而下、系统完整、具有操作性的人工环境工程专业领域研究

生培养改革措施。

（一）凝练智能建造知识能力需求，完善人工环境工程专业研

究生培养方案

以“高水平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培养定位，通过企业调研、

专家访谈等，凝练建筑智能建造升级转型的发展趋势对人工环境工

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知识要求与能力要求，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优化面向智能建造的课程体系，开设特色校企合作课、技术前沿课

和案例分析课，如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校企合作课）、低碳建筑技

术及案例分析（案例分析课）、先进人工环境新技术（技术前沿课）。

教学内容与智能建造行业发展对接，教学过程与智能建造生产过程

对接，教学方式采用项目驱动式、研究式、讨论式等。制订人工环

境工程专业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标准，论文选题突出应用课题或现实

工程问题，要求具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行业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将

人工环境工程领域的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应用研究等作为主要内

容。

（二）强化智能建造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探索“产学研政”研

究生联合培养模式

人工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强化智能建造工程实践能力，

以及研究生的工程伦理、职业道德等方面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要求

在校外培养基地进行至少连续半年时间的实习、实践环节训练。构

建“产学研政”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组织建设政策、行业专家深

度参与实习实践，通过校企合作开发课程打通工程链，通过科研、

创新平台打通创新链。开展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资源、教学

评价及教师工程能力提升等相关改革实践。通过“内培外引”，优

化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建立一支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工程实践

能力兼备的“双师双能”型导师队伍。

（三）面向智能建造行业转型升级需求，建立研究生实践教学

基地

积极吸纳和联合相关企业，着重建设与建筑行业智能建造融

合度高的实践基地，促进学校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强化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科研创新、企业生产三者间的相互渗透。通过双向互聘、

共同育人、合作研发、成果转化、订单培养等，实现优势资源共享，

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可持续运行模式。根据地区经济发展

情况及专业定位，依托辽宁奇之达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阳光能

源控股有限公司、锦州森博特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锦州热电总公

司、锦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建立了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实

践教学内容包括新产品开发、工程设计、案例分析等多种类型，制

订专业实践环节的质量评价和质量监控标准，为研究生实践教学提

供了充分的软件和硬件保障。

三、人工环境工程专业领域研究生培养的改革成效

通过近三年的改革实践，辽宁工业大学人工环境工程专业研

究生培养在智能建造方向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

( 一 ) 提高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为高水平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学位点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优良率 80% 以上，研究生一

次性就业率 100%，部分研究生在实践基地所在企业就业，实现了

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良好对接。用人单位认为智能建造方向开展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定位与行业需求吻合度较高，对毕业生研究

生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快速适应本岗能力、合

作沟通能力和职业道德均给予高度评价。

( 二 ) 提升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

在科研训练、实习实践及各级研究生科技竞赛的实践活动中，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显著提升，特别在智能建造方向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专业领域研究生均参加导师科研项目，人均发表学术

论文或授权专利 2 项，累计获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全国互联网 + 生

命周期竞赛、绿色建筑创新设计大赛、BIM 设计大赛等奖项 10 余项，

为企业撰写工程案例报告 20 余份。

( 三 ) 加快了专业学位领域内涵发展

通过实施系列改革措施，专业学位领域内涵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效。研究生导师组成了绿色建筑及建筑智能化科技创新团队，3

人入选省级人才支持计划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以及多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 ；服务企业完成某医院运维导向平台 (BIM)、某纪

念馆空调系统改造等 10 余项具有影响力的工程项目，推动了智能

建筑在区域的示范及应用 ；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1 项，获得市级科

技进步奖 2 项，主编辽宁省地方标准 2 部，授权并转化专利 3 项，

创造经济效益 5000 余万元。人工环境工程专业学位领域的内涵建

设又有力地促进了高水平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四、结语

随着建筑行业的转型升级进程的加快，智能建造已成为重要

的推动引擎及技术突破口。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专业领域的不断

调整，社会对专业学位研究生需求的不断变化，开展面向智能建造

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势在必行。在专业学位建设与培养模式

改革的实践中研究、总结、反馈，使得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体

系更科学、结构更合理，不断提升学生前沿知识与新技术储备，增

强学生解决专业实践问题的能力，进而满足行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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