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0

教育论坛: 4卷1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建筑环境与新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实际上是由供热通

风与燃气专业、城市燃气工程专业等共同构成的专业。

城市化的发展对新能源专业的教学工作提出了更多的要

求，建筑节能技术与工程等专业也加入该专业教育中，

对学生实行综合性的教育。这一专业学生的学习重点是

通过对建筑设备进行调节与运用，实现节能、绿色等特

征，为人类生活创造更加优质的环境。

一、原则

第一，以学生为主体。高校教育与基础教育有本质

上的不同，学生参与教学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更加扎实地

掌握知识，能提升其实践能力，毕业后能尽快适应社会

发展需求。并且，高校学生还需要不断参与实践教学活

动，对学生进行全身心的培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

则实际上是教师在认识到学生根本学习特征以及教学内

容后，对学生进行心理引导，让学生能意识到自身的主

体地位，并通过主动参与的方式，将岗位就业与教学实

践的关系充分认识，在聆听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实践能力
[1]。第二，系统性。系统性又为整体性，表现为教师对

教学内容进行整体上的规划。一方面教师需要注重教学

各个环节的整体性，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为

学生提供整体化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注重教学设计，

让学生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方面获取到

更优化的教学效果。第三，开放性。实践教学体系的建

立离不开实践，教师为提升实践教学的效果，应主动将

教学内容与社会发展情况相结合，关注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将实践与理论有机结合。这样能让实践教学体系更

加丰富，能以更加完善的方式为学生展示教学内容。教

师将课内教学内容与课外教学内容有机结合，才能让建

筑环境与新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内容形成有机的

整体。学校与建设工程单位建立密切联系，并通过长期

的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实践资源，让学生能在

学习过程中完成实践能力的提升。

二、策略

高校为促使学生实践能力提高，需要保持其教学特

色，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培养优质人才为根本教学

目标。可见，实践能力是学生进步发展的重要检验动力，

应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 [2]。为此，需要从以下几

方面入手，进行教学体系改革。

（一）制定完善的教学方案

专业的教学培养方案是教学实践改革的根本，教学

活动的开展是我校建筑环境与新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教学

内容发展的基础 [3]。根据教学实际情况与社会人才需求，

对教学方式进行改革，能让教学工作更加符合社会发展

的前沿，实现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教学工作开

展前制定教学方案，对于培养基础能力较强的学生、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等方面均有积

极的作用。我校为让建筑环境与新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教

学工作与社会发展更加契合，完成教学方案的改进，重

点关注实践教学内容，提升实践内容对学生综合学分中

所占的比例，由原有的 25% 提升至当前的 30%。该教学

活动是对实践教学训练方式的优化，通过学校出资的方

式，增加实训基地的建设，让实践训练教学工作更加具

有设计性，能提升实践教学的创新性。同时，基础性实验

在学分中所占的比例。总的来说，实践体系中，综合性实

践、设计性实践以及创新性实践比例得以提升，基础性实

践的比例有所下降，注重对学生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优化教学资源

在实践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离不开教学资源的支

持。教学资源主要来源于学校的提供、企业的支持以及

社会的帮助。在该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学实践工作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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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较多，需要学生了解太阳能集热技术、地源热泵技术

等 [4]。为此，院校应加大对高校该专业学生的实践投入

力度，为学生构建较为完善的教育平台，为学生该方面

教学实践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同时，高校需要依托开

放性的实验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培养。高校能为大学

生创建创新创业项目训练，带领教师进行科研工作，举

办大学生创业竞赛等。院校对该教学资源的优化过程中，

能从时间与空间上提供支持，实现对教学时间内容的更

新，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仪器设备，通过多种方式，

实现对教学实践形式的更新。例如：《暖通空调热泵技

术》教学工作中，有 30 课时理论课程，有 2 课时实践课

程。教师能为学生设计工程案例，提出建设过程中产生

的暖通空调热泵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将学生分成

小组，以讨论的形势判断出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最优解

决对此。在对策制定过程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

引导，不仅让学生思考暖通空调热故障产生的原因以及

解决对策，还应注重方案中的经济性，完成工程设计。设

计工作完成后，教师带领学生进行实际操作。在这一创新

性实践教学设计中，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动手实践

中，对学生的思维能力以及实践能力均起到积极作用。

（三）建设实践教学基地

高校学生参与教学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学生的综

合能力，让学生有能力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在思考的

过程中解决问题。为此，教师应克服不良教学方式的弊

端，根据社会对学生专业能力的需求，为学生提供更加优

质的教学资源，为学生构建较为完善的教学基地，让学生

积极参与到其中 [5]。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与校内实践教学基

地均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场所。同时，与校内实践

基地相比，校外实践基地能为学生提供的辅助较多，能让

学生完全融入到工作中。因此，教师应积极与校外企业合

作，如阳光能源单位、新能源技术开发公司等，建立较为

稳定的校外合作单位。在实践过程中，实践基地能为学生

的生产、设计、管理等工作提供帮助，实现校外实践基地

与校外实践基地的影响，对教学环节的质量有所提升。

三、作用

（一）提升学生培养工作的质量

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需要技术型人才，学生需

要注重全方位的发展，致力于提升学生的技能应用情况。

实践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能为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奠定

基础。在高校学生教学过程中，教学质量的提升对于提

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情况有积极的作用。在开展该教

学体系改革方式后，我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大大提升，能

达到 95% 以上。并且毕业生能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

对我校教学信誉度的提升有积极的作用。

（二）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能力。我校能为学

生创建完善的实践训练基地，学生在该教学方式下，能

更加主动的融入到实践学习中。学生在小组合作的基础

上完成对教学案例的分析，能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于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教师能转变传统讲解式的教

学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在这一过程

中，就是学生提升创新能力的过程。结合我校教学情况

以及实践教学体系的更新，我校已经能有更多获得创新

就业比赛成绩的学生产生，对我校实践教学体系更新工

作的运行奠定基础。

（三）加快教学改革建设进程

实践教学体系的实行，能促使教师积极参与到教学

改革中，除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外，对教师的综合素质

提升也有一定的意义。教师素质的提升对于推进教师队

伍建设成效的显现也有一定的作用。我校经过对实践教

学体系的更新，实现了教师主动为学生提供优质教学服

务的目标。在这一情况的推进下，我校能更快的完成教

学改革与教学建设工作，为我校效益的提升以及当地效

益的提升奠定基础。同时，该工作对于促使专业的改革

也有一定的意义。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这一专业对学生进行培养的过程中，更

加注重的是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培养，运用其所学的

知识，进行专业领域的分析，及时找到该行业运行过程

中产生的问题，尤其是技术工程方面，并参与到其中，

实现对该行业进行系统化的规划与管理。

参考文献：

[1] 许登科 .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专业实践教学改革

策略 [J]. 西部素质教育，2020，6（2）：173-174.

[2] 水滔滔，胡浩威，张少杰 .BIM 技术在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教学改革中的应用分析 [J]. 教育现代

化，2021，8（53）：72-75.

[3] 王立平，沈致和，刘向华，等 . 大类招生与学分

压缩背景下人才培养探索——以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环境

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为例 [J]. 高等建筑教育，2020，29

（3）：77-85.

[4] 于戈 .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探索 [J]. 四川建材，2019，45（7）：228-229.

[5] 刘舰 .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环

节探讨 [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

（3）：12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