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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思路，OBE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是很多国家教育改革的

主流理念。2013年 6月，我国被接纳为《华盛顿协议》签约成员，用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引导工程教育改革，具有现实意义。在新

工科时代背景下，为提升教学效果，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整合教学内容，重置教学设计，确保教学效果达到特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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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OB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achievement-oriented idea, and OBE, as an advanced educational

concept, is the mainstream concept of education reform in many countries. In June 2013, China was accepted as a signed member of the

“Washington Agreement”, and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guide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with achievement-oriented education

concept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ngineering er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student-centered,

integrate the teaching content, reset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ensure that the teaching effect achieves specific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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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是工程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大

三下学期开设 48学时。本课程主要从工程项目的决策、实施、

评价三个阶段进行三控，包括成本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

三管，包括安全管理、合同管理、信息管理，以及与参建各方

的组织协调。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是引领学生在掌握宽厚的知识

基础上，同时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教学整体设计

本课程为模块化教学模式，在教学整体设计过程中，沿着

“三控三管一协调”这条主线将教学内容整合成八个模块。以

训练学生对建筑工程从决策到实施到竣工验收的全过程管理

为目标，为后续专业课程 BIM 技术应用及实习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具体设计过程为反向设计，正向实施，专业培养方案中的

培养目标是教学进行反向设计起点，也是教学进行正向实施的

终点。教学方式清楚地聚焦在学生在完成学习过程后能达成的

最终学习成果，在教学目标的设置中，突出引领学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观，将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专业技

能的培养与激发社会责任感、树立个人理想有机结合。

教学反向设计：第一步确定目标，明确教学要求和考核指

标；第二步根据工程管理背景及学习内容与学习要求，提出来

源于工程实践的教学案例；第三步优选教学方式和手段，编写

授课教案。

教学正向实施：第一步，学习素材的分析和课前任务的布

置；第二步，针对学生前期学习基础的差异，以理论讲授、课

堂讨论、虚拟仿真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向学生

提出具体的学习要求及达成方式；第三步，引导学生搭建学生

团队，以任务完成方案及其他过程性资料质量为标准，完成课

程成绩评定与学习效果评估，最终实现课程教学目标与相关能

力培养任务。

1.1基于课程性质与特点，确定教学目标

专业必修课的课程目标的精准度和完成度，直接决定着学

生在后续专业课中对本专业知识的理解深度和学习效果，对后

续专业的学习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基

础课程的课程性质与特点确定课程目标，根据每个模块的内容

确定教学目标，最后落实到每个课时的具体目标上，即：课程

目标→模块教学目标→具体教学目标。

1.2基于模块化教学理念，组织教学内容

内容模块化，关注“横向、纵向”关联。教学内容属于专

业课程体系中“宽基础”部分，主要是让学生学习“工程管理”

类岗位群中通用能力，使其能够在专业群中实现转岗，使得其

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学生学完一个模块，就能掌握一组

技能，学完若干个模块就能掌握一项综合技能。以模块二建筑

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为例，以训练学生对于控制工程项目成

本能力为目标，关注内容“上、下游课程纵向关联度”“模块

任务间横向关联度”。本模块教学内容与模块一中的目标动态

控制横向关联，赢得值和费用进度综合分析为工程经济学纵向

关联。纵横向关联度的有助于提高课程内容的针对性和适用

性，教学目标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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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承载教学内容，体现重点、突出难点。建筑工程

项目施工成本控制以真实项目为背景，使用工程真实的资料和

数据，合理开发教学性工作任务，利用工作任务对专业知识起

引领的作用，抓住重点内容、突出难点内容。明确成本通知在

实际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地位，分析知识和工作内容间的逻辑关

系，再把教学内容放具体工作中，体现重难点。教学性工作任

务权衡轻重，有详有略，突出重点难点。针对重点难点，设计

子任务，进行有针对性地训练。

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教学内容设计中确定思政主题并

找准融入的切入点。首先要结合课程特有内容、授课计划与要

求等明确课程思政背景下该课程承当承担的育人目标；在此基

础上，通过分析与挖掘课程的关键知识点，从教学内容的角度

出发将教学延伸至思政元素，找到“契合点”建立思政教育与

课程之间的关系，从而完成“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思政任务；

并以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为目标，注重

对课程思政中核心价值观的生成路径分析，重新设计融合思政

元素的教学新内容、新模式、新方法，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

立德树人；最后通过建立和更新课程思政案例库，做到立足教

学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查漏补缺，不断的组织实施与反思，不

断探索思政实践教学的突破性发展，以实现《工程项目管理》

思政课程的持续不断更新与改进。

项目管理概述章节，结合北京奥运会、港珠澳大桥、上海

中心大厦等为例，讲解和分析项目的相关概念，在将理论概念

转化为实际案例的同时，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

义精神。

三控（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成本控制）章节，以案例教

学的形式，通过介绍火神山医院的建设过程，让学生分析医院

建设过程中有哪些活动，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去探索建设过程中

需要哪些资源等问题，切实体会以不同控制目标为导向的大型

项目是如何完成的，并通过播放《超级医院》视频，用纪实影

像的手段，多维度破解工程建设背后的密码，让学生从工程建

设者的角度了解工程项目管理全过程。课后要求学生查阅更多

火神山医院的相关视频、图片和文章，通过拓展阅读引导学生

深入思考，以此培养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责任感。

三管（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合同、信息管理）章节中，

通过设置工程建设参建方的各种角色，进行讨论，明确工程项

目管理过程中，各方要求，提高学生的角色投入意识和课堂参

与度。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结合实际案例的正面教育与纪律约束

相结合，开展相关课程思政的课堂教学探索，实现在课堂教学

知识传授中的价值引领，以及价值传播中的知识底蕴凝聚，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工程项目管理”课堂教学的全过程。

1.3基于全面学情分析，明确教学策略

模块二建筑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前进行目标岗位分析、

知识技能分析、认知特点分析，明确职业技能训练目标，有清

晰的学习路径和体系，采用信息化教学方法完成教学任务，重

点是知识和技能模块间和课程间关系进行分析，针对性更强。

以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面向全体学

生，注重启发式和因材施教。挖掘化解难点、突破重点的教学

策略，教师要发挥引导作用，处理课堂互动，通过有效的措施，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索、合作交流。包括：举例法，从

正面、反面、侧面举例，集中化解重点；反复强调法，重点内

容讲清楚、讲完整，讲透彻；启发诱导法，运用“激疑—生疑

—质疑—释疑”步步深入、环环相扣的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积

极思考，加深对重点的理解；头脑风暴法，师生讨论、打破常

规，积极思考，畅所欲言，充分发表看法，突破内容难点。

1.4基于立德树人理念，综合测评监控

践行“三全育人”教育，立德树人的任务就要在教学内容

中完成，全方位地进行教学综合测评监控，从关注教师的教到

关注学生的学、从关注教师的教案到关注教师的提问。

课程综合评价：使用学习评价手册、手册完成过程进行系

统评价、组间互评、教师点评的多元评价法，不仅评价学生知

识、技能、也评价学生耐心、恒心、毅力等品质。实现对学生

知识、技能、素养综合评价。

强化过程评价：使用“学习通”平台实现过程化考核，科

学合理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并针对教学评价改进教学策

略。

改进结果评价：结果评价按照提交任务成果 50%，过程评

价 50%，过程评价根据教学平台提供数据按照出勤 10%、讨论

20、问答 20%。

2 教学实施过程

2.1课前启学，明确任务

教师课前在教学平台布置任务，要求学生对任务背景进行

基础分析，复习完成任务所需的前期知识准备，借助平台测试，

教师检查学生对课程前期知识点和技能点的掌握情况，为实现

教学目标采取相应教学策略。学生课前进入角色，成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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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自主学习。

2.2课后践学，知行合一

课后学生针对学习通导入的实际工程问题，应用专业知识

进行实践，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手段、对工程项目案例分析；组

织学生到具有典型意义的已建成或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进行

现场教学；组织学生参加竞赛集训，选拔竞赛成员。学生成就

感得到提升，提高创造能力和综合素质。

3 特色及不足

3.1特色创新

从职业能力出发，重构课程内容。在原有教学内容基础上，

从人才培养目标为出发点，以学生职业能力养成为主线，实现

内容重构。通过对职业岗位进行深入的分析，打破原本的内容

架构，形成符合职业要求的内容体系。

建设典型案例库，提炼工作任务。实施工作任务引领的教

学模式，需要典型工程案例支撑，团队教师收集、整理工程管

理相关工程案例，对案例进行总结，设计教学方案、探讨、提

炼工作任务，合理设计教学策略。

校友专家进课堂，反哺母校。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相关工作的优

秀校友对学生进行案例分析讲解，以反哺母校的形式传送自己

的技术和拼搏的成长经验，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

有机统一。

3.2不足与改进措施

课堂管理。本课程的课堂管理制度为传统制度，用于约束

规范教师和学生的行为，因学生的学习能力差别、个性差别较

大，任务教学法有效地开展的效率不高。改进措施：课堂管理

以“沟通”为手段，在教学环节中营造信息强势，通过信息手

段找到任务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将个性差别大的学生联系起

来，营造学习和创新的动力机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课程资源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不足，工程管理全过

程的虚拟仿真资源不足。改进措施：争取学院资源投入，立项

建设针对性强的虚拟仿真实验室或开发实训项目，提高教学效

果。

“课、赛、训”三合一模式不能普及。本课程因材施教，

在课程组织过程中教学目标能够完成，进行比赛推荐和集训的

学生比例不高。改进措施：组织课程竞赛，开放实训室，惠及

本专业所有学生，避免与课程教学改革初衷相违背。

参考文献：

[1] 李晓娟.新工科背景下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合与教学实践[J].高等建筑教育,2021,30(2):65-69.

[2] 李妙娟.基于 OBE教学理念下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研究[J].职业教育研究,2021(6):137-138.

[3] 杨应.基于 BIM的工程管理专业 OBE实践教学模式探析[J].智能城市,2019(21):67-6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02002129071）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工程造价实践基地建设；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工程项目管理》金课建设；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创新创业发展基金项目：基于 BIM技术在建设项目管理的应用研究。

作者简介：王瑞（1987-），女，满，吉林延边人，工程师，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