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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中指出，“在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中推广普及智

能化应用，完善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机制，实现建筑舒

适安全、节能高效。”住建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

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建筑工业化技术协同发展，在建

造全过程加大建筑信息模型（BIM）、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

术的集成与创新应用。”因此，对接国家关于加快推进

智能建造和智慧管理部署要求，大力培养能够熟练应用

BIM 技术进行建设工程项目精细化、智慧化管理的复合

型、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专业的急需。

《BIM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作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专

业的核心课程，其教学目标即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能

力以适应岗位需求。近年来，教学团队紧紧围绕 BIM 技

术应用，对课程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等进行了全

面的优化与调整，使课程具有了更强的适应性，取得了

良好成效。

一、教学整体设计

（一）任务“细”推敲，重新构建“岗课赛证创”融

合课程体系

按照“立德树人为根本、能力培养为本位、职业活

动为导向、专业技能为核心”的总体思路，聚焦建筑工

程项目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以 BIM 技术

为载体，基于对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岗位群典型

工作任务和核心职业能力的分析，重构模块化课程内容；

对接职业技能大赛要求，将大赛评价标准融入课程评价

标准；对接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将部分证书标准融入课程标准；依托省级《BIM 技术下

的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以 BIM

应用与创新工作坊为载体，增强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

培养，充分实现了“岗、课、赛、证、创”深度融合。

（二）学情“精”分析，准确定位教学目标和重难点

通过课程前导知识的学习，大多学生已经基本掌握

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基础知识，并初步具备了软件操

作能力。60% 的同学已经取得 BIM 相关技能证书。大多

学生乐于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易于接受感性、

直观的教学方式。但学生差异化明显，部分学生学习主

动性不强。

根据学情分析，结合岗位职业标准、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教学团队确定了本课程的教

学目标及重难点。

（三）方法“活”使用，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遵循学生认知规律，采取任务驱动，灵活运用项目

教学、情境教学、案例教学、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方式

方法，突出重点、破解难点，使学生在“闯关游戏”中

自主探究，在“角色扮演”亲身体验，在“虚拟仿真”

中感受实境。

（四）场景“真”展现，协同创建“教、学、做”一

体化环境

依托校企共建省级技艺技能传承平台、BIM 技术协

同创新中心，对接真实工程项目，利用虚拟仿真、动画、

VR/AR、全息投影等现代技术创设高互动、沉浸式的学

习情境，实现了“校内、校外”“虚拟、现实”有机融

合。

（五）资源“广”共享，深入实施职场化“线上 + 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借助“智慧职教”教学平台，校企共同开发“职场

化、数字化、立体化”教学资源逾 800 条，BIM 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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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考试技能点培训资源近 400 条，充分应用于线上与

线下每一个教学环节。目前资源使用单位近 100 家，各

类在线学习人数 2000 余人。

（六）评价“多”元化，全面提升学习时效

以目标达成度为评价标准，建立“全员 + 全过程 +

全方位”的动态考评机制，健全“多主体、多样化、多

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注重过程评价、差异评价、立体

评价（见图 1）。

图1　“多元化”评价体系

（七）思政“巧”融入，潜心挖掘“三色”思政元素

充分发挥本课程“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作用，结

合专业特点，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育人元素并巧

妙融入课程中，构建“红色溯源、绿色倡导、黄色警

示”课程思政元素体系（见图 2）。

图2　课程思政“三色”元素体系

二、教学实施

（一）“双主体、双导师、双身份、双场所、双场

景”五双融合，强力保障教学实施

借助我院牵头成立的建筑产业现代化职教集团的资

源优势，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共同制定课程

标准、开发教学资源，校企“双主体”协同育人，实施

“学校教师 + 企业导师”“双导师”制，履行“学生 + 准

员工”“双身份”，利用“校内 + 校外”“双场所”，依托

“虚拟 + 现实”“双场景”，为教学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二）“双线 + 三阶段 + 八环节”有效贯通，创新教

学组织形式

充分发挥省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优势，围绕真实工

程项目，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遵循三

阶段（课前导入，课中探究，课后拓展）、八环节（思—

明—知—探—练—评—固—拓）流程开展教学，打造课

堂教学新生态。

1. 课前导入（思问题）。学生借助课程教学平台自主

预学，思考教师提出的问题，初步了解课堂教学内容。

2. 课中探究（明任务、知基础、探原理、练技能、

评成果）。学生通过观看案例视频、情景剧等形式，明确

教学任务；学生通过闯关游戏、思维导图、虚拟仿真等

形式，加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学习和掌握；学生通

过小组讨论、与企业导师互动、头脑风暴等形式，自主

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使用 BIM 系列软件，进行进度、成本、质量和安全

协同管理，提升动手操作能力和水平；学生展示汇报成

果，接受同学、教师、企业导师的综合评价，优化成果，

强化对知识点和技能点的理解和掌握。

3. 课后拓展（固新知、拓能力）学生完成课后作业、

BIM 职业教育模拟系统考试，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学

生完成课外拓展项目—“格物楼”工程的相关任务。

（三）“差异化、模块化、信息化”三化结合，打造

高效“金课”

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小组学习情况，按照“同组

异质、异组同质”原则，实施差异化教学。构建模块化

教学内容，打造结构化教师教学团队，实施模块化教学。

依 托“BIM+ 智 慧 工 地 ”、BIM5D 项 目 管 理 平 台， 使 用

BIM 算量与云计价等平台和软件，充分利用 VR/AR、全

息投影等新技术开展信息化教学。

（四）“全过程、两平台、即反馈”精准分析，科学

进行考核评价

通过课程教学平台，对学生学习情况实时进行数据

采集、分析并及时反馈。利用 BIM 测评软件系统分析学

生学习成效，科学评价学习成果，供教师优化教学内容，

调整教学策略。

三、教学成效

实施课程改革后，大多同学熟练掌握基于 BIM 技

术的工程项目管理的内容和方法，课后综合成绩比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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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成绩显著提高，平均测评分数均达到优秀等次。能

够熟练应用 BIM 技术完成真实工程项目的进度管控、成

本结算、质量检查和安全防范。80% 以上的同学取得了

BIM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技能鉴定证书。获省级以上技

能竞赛奖励 10 项。4 名学生参与企业技术服务，取得良

好效果。学生职业道德、使命感、责任感等工程伦理素

养稳步提升，团队协作意识、安全生产意识明显增强，

生态文明发展观逐步树立，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

逐渐形成，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入脑入心。

学生获省级以上综合奖励 10 余项，有 2 位同学因表现优

异被实习单位评为优秀实习生。

四、总结与反思

从本课程特色与创新点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实

现了“岗课赛证创”深度融合，课程体系进一步完善和

优化。二是教学环境与职场环境真实对接，紧密契合行

业企业人才需求。三是精心构建了“三色”课程思政元

素体系“精”建构，使思政育人与专业育人紧密结合。

但同时，我们通过学校质量管理与数据分析平台，

发现目前课程建设过程中尚存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是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教材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

数字化教学资源有待进一步充实丰富。

后续，教学团队需紧密对接行业企业发展需要，将

行业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融入教学内容，开

发新型工作手册式、活页式教材，与行业企业需求、标

准对接更加紧密，有效促进课程教学。同时，将企业真

实案例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借助 VDP 虚拟现实设计平

台，开发多元化数字资源，改善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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