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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案例教学法在高职《建筑施工技术》课程教学中的
应用

廖　勇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南宁　530007

摘　要：本文阐述笔者对高职院校《建筑施工技术》课程教学改革的认识与看法，探讨案例教学法在《建筑施工技

术》授课过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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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建筑施工技术》是一门研究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主

要工种施工工艺、技术标准和措施方法的学科，与现场

施工管理联系紧密，实践性强，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

较强的专业核心课程[1]。该课程具有涉及知识面广、工

程施工方法多、学科综合性强等特点，而学生接触施工

现场的机会有限，缺乏必要的现场经验，故学习效果往

往欠佳。因此本人积二十几年的现场施工经验，结合教

材内容就案例教学法在授课过程中的应用进行探讨、学

习交流。

一、《建筑施工技术》课程教学定位及现状

《建筑施工技术》是高职院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一

门核心职业技术课，也是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工程监

理、土木工程检测等专业的职业技术基础课[2]。它以工

程施工为研究对象，采用合理有效的施工方案，选择先

进的施工工艺，解决施工中各个施工工艺、技术与方法

的施工技术问题，保证工程安全施工和质量合格，并取

得良好经济收益和社会效果，达到保安全、质量优、造

价低、工期短的预期目标。

我校土木工程系的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工程监理专

业、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管理工程系的建设工程管理专

业、工程造价专业、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建设项目

信息专业，规划与建筑系的建筑设计专业，城市建设与

交通工程系的道路桥梁专业、市政工程技术专业、铁道

工程技术专业、土木工程检测技术专业等12个专业均开

设有《建筑施工技术》课程。根据专业的不同，《建筑

施工技术》在教学过程中所占的比重也有侧重之分，教

学的深度和广度会有所不同。因此该课程在教学中的课

程成绩考核分为考试科目和考查科目。当作为考查科目

来教学的工程造价专业、土木工程检测技术专业等专业

的学生和作为考试科目的建筑施工技术专业、建设工程

管理专业等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的重视程度和学习的

兴趣会少很多。如何让作为考查科目学生学好这门课程，

是我们这些授课老师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合理选择教材

目前《建筑施工技术》教材内容依然比较陈旧，没

有及时更新，没有将教材内容与高职院校本身的职业规

划和社会定位相结合，没有根据企业职业岗位工作要求

采取校企合作的方式对教材进行彻底的改革。大部分教

材还是单纯的理论知识体系，相关实践案例较少，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这些四新成果的内容不多，

“高性能混凝土推广应用新技术”、“建筑节能和环保应

用新技术”、“建筑防水新技术”等国家所推广的十项新

技术在教学大纲以及教材中均未涉及[3]。而且我们学校

采取二级学院管理模式，每个系部使用的教材也不相同，

存在多版本教材情况。

所以我们要选择一本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企业岗位

工作要求的教材，教材内的各种施工工艺和施工方法应

该紧扣我们国家的技术规范、标准和规程，教材中的案

例应该明确的表示出来，让学生知道具体的工程施工中

如何严格地执行国家的技术规范、标准和规程。最好是

有跟教材相配套的影音教学光碟，有了教学光碟，能让

学生更加容易了解和撑握各项施工工艺和新技术、新料

的施工[4]。

三、案例教学法在《建筑施工技术》教学过程中的

应用

我校为公办高职院校，学生生源质量相对本科院校

较差，建筑工程技术课程所涉及的生源有普通高考考生、

提前单招的考生、普通对口招生、对口2+3招生等。大

部分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自律性相对较差。基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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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预习、上课专心听讲的不多、课后复习的更少，加上

学生基本没有去过工地现场，缺少感性认识，因此如何

利用真实案例教学法使学生学得进、记得住是一个有挑

战性的工作。

1.案例教学法的思路

以一个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过程为流线，准备该项

目基础资料（项目的地勘资料、施工图纸、施工组织设

计、专项施工方案、技术交底单、合同清单等），课前先

让学生有个感性的认识，然后随着教学的不断深入（土

方工程、钢筋混凝土工程、砌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

等），循序渐进的将这个案例贯穿于课堂教学之中，让学

生彻底吃透整个项目的施工流线过程。通过对真实案例

的介绍分析，结合学生本身的专业（下面以工程造价专

业和土木工程检测专业为例）将相关知识放置于具体工

程环境下加以应用和学习。通过类似的工程案例，使学

生了解一些实际工程问题及其处理方法，汲取成功的经

验或失败的教训。从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强化知

识的应用，起到培养兴趣，激发学习主动性的作用，提

高学生处理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5]。

2.案例教学法在授课过程中的应用

2.1案例工程项目的感性认识。

第一节课先让学生熟悉例案项目的基本情况，地勘

资料、施工图纸等原始资料。让学生对建筑施工技术全

过程有个感性的认识。并有意识针对与学生专业有关联

的知识提出要思考的问题（如工程造价专业要如何划分

分部分项工程、分部分项工程清单的描述、工程量清单

综合单价分析等，如何使这个项目最终赢利？土木工程

检测专业需要分析各施工工序流程，剖析施工过程需要

要做哪些检测项目、什么时候做、	这些检测项目对工程

项目施工质量有何影响和控制作用等思考问题）。通过提

出问题，让学生有任务、带问题去学习这门课程。

2.2分部工程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在各分部工程进行教学过程中，随着教学内容的进

展，在各章节（下面以土方工程和混凝土工程为例）让

学生结合他们的本专业知识对案例项目进行分析和提问，

使学生有个实操的机会。让他们清楚如何在以后的工作

中更好的服务于公司、社会。

2.1.1土方工程

对于工程造价专业。让同学们区分土方工程的工作

内容和范围，针对土方工程量清单项目描述分析工序流

程和工序内容，复核计算土方工程量清单中工程量，根

据工程量清单描述分析单价分析表组成，弄懂综合单价

组成，最终分析施工方案中的利弊条件。依据地勘报告

判断土方工程的工程类别，分析土方工程施工方案，依

据土方类别选择施工机械及开挖边坡的确定。探讨施工

方案中开挖边坡系数对工程量的影响，分析如何选择土

方施工机械更有利于施工和工程造价的编制等内容。

对于土木工程检测专业。安排同学们计算土方工程

量，依据地勘报告判别土方工程类别，选择施工机械。

分析该土方工程需要做的检测试验项目，检测频率和取

样位置等内容。解读按照规范及验标要求，路基填筑在

大面积施工前应进行路基试验段施工（压实工艺试验）

的目的：

①	通过试验段施工确定压实工艺参数等，如松铺系

数、最佳含水量、压实遍数等	；

②	检验所采用的施工设备是否满足施工要求、拟定

的施工工艺是否合理；

③	总结出路基填筑的一套完整施工方法，全面具体

指导本标段管段内路基工程填料填筑的施工。

2.2.2钢筋混凝土工程

在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章节，让学生了解案例工程

模板工程、钢筋工程、混凝土工程等的施工方案和措施，

计算相应的工程量。

对于工程造价专业。让同学结合施工方案，对施工

技术方案的不同模板材料、钢筋焊接工艺以及混凝土浇

筑入仓手段等进行施工方案进行技术分析。对应施工技

术方案，分析各施工工序流程，剖释工程量清单项目特

征的描述，分析工程清单单价分析表、综合单价的组成

等。依据分析结果提供有利于参建各方利益的预算成果。

对于土木工程检测专业。让同学根据施工图纸，熟

悉各分部工程的施工工序及技术规范要求。根据施工技

术方案，计算各分部工程的工程量，编制从原材料进场

开始到成品钢筋混凝土成品全过程的质量检测控制方案。

①	模板工程：模板刚度与强度的检查、排架管进场

外观检查、管扣进场抽样检测等内容。

②	钢筋工程：钢筋原材料进场的外观验收及进场后

的抽样取样力学试验、施工过程的焊接质量检测等内容。

③	混凝土工程：分清楚混凝土设计配合与现场混凝

土施工配合比；混凝土骨料进场抽样取样试验，混凝土试

件取样频率及数量，成品混凝土结构的质量检测等内容。

根据编制试验检测方案统计各分部工程需要检测的

项目、检测的频率、取样点等，分析各方案、工序与检

测的关系，通过检测知识确定质量控制节点，确保工程

重要部位、关键节点的工程质量，为工程质量把关，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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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收、做好工程质量的裁判员。

通过这些真实案例的实操分析，让学生既学习了建

筑施工技术的基本知识，又巩固他们本身专业的知识水

平，提高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

四、结束语

通过真实案例以一个工程项目施工全过程为主线，

结合学生本专业的知识点循序渐进的融入教材章节中。

在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让学生在建筑施工技术这

门基础技术课程中强化、巩固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让

学生多思路的思考中拓展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案例

教学法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理论教

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教学的效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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