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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学校土木工程学院的管理要求，笔者在工程合同管理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工程案例教学法及模拟情景法的综合运用，在教
师主动“试错”的案例教学中，同学们普遍积极认真学习，踊跃为“上课教师”纠错，在双方争论研讨中，双方均加深对合同管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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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合同管理》是工程管理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 引导学生

工程法律意识的建立并对知识进行培训, 提高学生的合同管理能
力。该课程具有专业性高和综合性强的特点。该课程的教材多是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
精细化糅杂在一起，让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掌握建筑工程领域内对
应的法律条文和法律案例，毕业入行实际运用至工作中。 
1 课程建设的基本状况 

本课程的总体目标是通过课堂教学、课程实训、毕业设计等环
节，培养学生掌握工程合同策划及编制合同文件的基本思路、结合
管理学理论和方法，具备编制合同管理能力。本课程总体目标主要
是通过工程合同管理、招标投标与合同模拟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来
实现的。 

本课程我校工管专业理论课开设在大三年级，对应的课程实训
在大四上学期。教材选用《土木工程合同管理》（第 3 版）李启明
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教材内容丰富饱满，在本科阶段，难度系
列较深，教材体系严谨，前后内容互应。 

毕业设计的实践环节包括工程合同管理教材中内容，如标书的
编写、投标文件编写、合同管理策划等． 通过毕业设计的实践，
使学生对所学课程作出总结。 
2 课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在课程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 
以往的实践教学多数采取“课堂讲解教学”模式, 是教师一个

人的独角戏，学生是观众，可想而知，教学效果难以提升，教育目
的就差强人意。学生死记硬背成分远远大于对知识产生兴趣和理解
的程度, 使得学生运用理论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学生反映合同管
理中，法律术语晦涩难懂，很难将学习和工作有效链接。 
2.2 学生规模逐步扩大，参差不齐 

随着近年来学校招生规模的逐步扩大，学习《工程合同管理》
课程的学生数量基本稳定在 100 人左右。班级的规模变得越来越
大，随波逐流的学生就比较多，置身之外。这样在课堂案例讨论时，
一是各组人数太多，个人的意见无法充分表达，有的学生干脆冷眼
旁观; 二是各组代表陈述意见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学生原本被激发
的热情极易为冗长的过程所抹杀，达不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3 课程建设的主要成果 
3.1 形成《工程合同管理习题库》 

选题由浅入深，范围广，从质检员\安全员等五大员考试的题目，
到二级建造师\一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监理工程师\招投标工程师等
考试题目中筛选,分章分节对应我们教材的内容，生动形象的案例与
章节内容中的法律条文形成正面冲击，点对点，加强学生的第一感官
刺激。并且每年的考试真题持续扩充至习题库，形成动态更新机制。
授课过程中案例可以更新使用,对于重点内容，多案例交叉使用。 

表 1-1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案例库来源 

案例库来源 教材对应重点章节 

建造师考试真题 合同法基本原理 
造价师考试真题 索赔问题研究、计量、支付、结算、价格调整等问题研究 
监理工程师考试真题 试验与检验、材料与设备、工期与进度等问题研究、安全文明、工程质量问题研究[1] 
招投标工程师考试真题 招标、投标过程、法规等问题研究 
五大员（安全、质检、材料、施工） 安全、质量、材料、施工等问题研究 
实务真题综合案例运用 案例综合运用 

3.2 设置模拟法庭 

设置模拟法庭，将一个实际案例运用到课党之上,学生按班级分
组,分饰甲乙双方当事人,具体到个人姓名，双方当事人陈述事实，
针对案例，阐述处理原则和法律依据，将相关知识点中法律条文串
联，争取在法庭中各抒己见。充分利用知识点，将知识串联呈网状，
网上的知识点越紧密，胜诉的概率就越大。 

注重学生参与的互动性和开放性培养。对于非法定问题不设定
标准答案，而是将案例背景及纠纷处理置于不同的合约管理主体
上，即同一案例中承包人、监理人和发包人各自的处理原则和合同
依据[2]。为了让学生体会合同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和艺术性，项目不
同当事人基于价值需要和利益考量的合同决策心态，教师应扮演一
定的反面案例，教师也可以犯错，给与学生主动的空间。 

在教学过程中，案例的使用,给同学们带来很大的兴趣,在案例
的争论过程中,老师适当的“试错”,会引起学生更大的兴趣,然后对
于内容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入争论的教学效果会大于填鸭式教学效
果。同学们给与的教学评价反应良好。 
4 总结 

本课程组为促进设计教学的实用性，力争将本课程群建设成为
省级精品课程。将会从以下几方面考虑实现突破： 

1）加大科研投入和提高教研水平，不断深入文献阅读和观察，
调研研究问题，加深科研能力，参加不同形式讲课比赛，提高教研
水平。 

2）开展横向课题研究，不停探索校企合作模式，提升年轻教
师的实践能力和水平。不定期约请资深项目经理和合约管理专家到
学校学院开办讲座，同时输送青年教师到大型建筑企业，协助解决
合同管理方面的现实困难[2]。 

3）完善多媒体教学、充分利用学校超星“学习通”软件。争
取建设更多公共课平台，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多媒体教学资源，以增
加学生学习课程的便捷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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