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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中职《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教学安排改革 
◆陈  蓓 

（厦门信息学校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是中职建筑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具有综合性强、内容繁多、实践性强等特点。笔者结合多年的学科教学

经验，选择调整教学安排这个角度，尝试用成本最低的方式进行课程的

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文章主要讨论调整教学顺序、合理分配手算

电算课程内容、强化教学主线等三个教学安排的调整手段为提高教学效

果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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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是中职建筑工程施工与管理专
业和工程造价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程，具有十分鲜明的职业特
征。与其它专业课程相比，《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具有综合性
强、内容繁多、实践性强等特点，导致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往往
难以保证。 

一、《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教学现状 
1、学生特点 
与普通高中生相比，中职生入学前存在成绩较差的学习体

验，而且中职学校表面上没有普通高考的压力，因此很多中职学
生的家长还停留在读中职早点进入社会工作的旧观念，进中职就
不需要好好学习的误区比较严重。 

在手机网络游戏严重侵袭校园的大环境下，中职生在课余时
间组队结伙打游戏的现象普遍。网络游戏具有颜色缤纷、声效动
人、节奏紧凑、及时反馈、“团队合作”等特点，对学生的大脑
形成强烈的刺激，直接导致他们排斥“坐教室、看黑板、以听为
主、循序渐近”的传统教学模式。 

2、课程特点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在所有建筑专业课程中是一门

综合程度很高的课程，内容涉及多个专业学科的内容，包括《施
工技术》、《施工组织》、《工程识图》、《房屋建筑学》等。因此《建
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一般都安排在二年级下学期或三年级上
学期。课程教学时，需要学生将前期学过的这些学科中的多项专
业知识调动起来，才能正确全面地掌握计量与计价的知识点内
容，做到不漏算、不少算。比如在计算某灌注桩项目时，应结合
《施工技术》课程了解成孔、泥浆制作、制作钢筋笼（主要是钢
筋连接方式）、灌注混凝土等施工流程；结合《施工组织》课程
考虑泥浆运输、砍（凿）桩头等施工措施。若遇到的是打（压）
预制桩项目，还应该理解打桩顺序、验桩等专业知识。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对学生的识图能力要求很高。
在一年级的《工程识图》课程中，学生掌握的主要是识别房屋构
件、读取开间进深尺寸、看门窗表数据等较简单的识图技能。在
本课程中，识图的难度大大提高。难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
识图量变大了，《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教学通常采用实际
施工图纸，比识图课中的教学用图复杂得多。②识图时要注意细
节，实际的施工图纸有很多注释、索引、标准图集的引用等细节，
稍有疏忽会直接导致漏算或者多算的情况发生。③识图时需要通
读所有图纸，比如在计算有梁板时，学生要同时看柱图（柱的截
面尺寸会影响到是否需要扣除其在板中所占的混凝土量，还会影
响到梁的长度计算）、梁图（梁的截面尺寸）、板图（板厚）等，
理解这三个图中所有构件的对应关系。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计量计价
技能。要想正确地计算工程量，必须准确识图，透彻理解计算规
则，两者缺一不可。计算规则都是文字表述，理解起来有一定难
度。而且细则很多，细则之间又有很多渗透的部分，初学者往往
没办法一次就看得很仔细，特别容易出错。光计算建筑面积这一
个量，就有 25 条术语、24 条规定需要理解、掌握。计价部分则
需要学生掌握全国清单、福建省定额、厦门市政策文件等一大堆

文本内容。 
二、《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教学安排改革 
综上，《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的教学难度是比较高的，

专业教师应该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借助网络科技、调整教学方法，
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地。本文仅从调整教学安排这一角度出
发，提出三个调整手段，达到以最低的成本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1）调整教学顺序，利用后续课程帮助本课程教学 
以往我校在制定专业培养计划时，都按照认知规律，在第四

学期安排《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以下简称《手算》），在
第五学期安排《软件计量与计价》课程（以下简称《电算》）。《手
算》先让学生理解原理，《电算》让学生通过软件习得技能。经
过教学反馈的结果发现，由于《手算》课程内容多、难度大，学
生们的掌握程度都比较一般。等到上《电算》课程的时候，学生
们学习积极性上来了，有些同学甚至反映：“上学期的手算都没
有听懂，但这学期的电算都听懂了。” 

鉴于这一情况，我校从 2016 级起试着“逆向操作”，将《手
算》与《电算》课程的顺序对换。通过教学反馈的结果来看，上
完《电算》课程以后再学《手算》课程，整体的教学效果大大提
高了。先“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电算》课程竖立了学生
的自信，增加其学习《手算》课程的动力。 

（2）合理安排《电算》与《手算》课程教学内容 
本课程包括计量与计价两大部分，按照市面上大部分教材来

看，都是将计价部分放在《手算》课程中，一般按照工程造价的
概念→定额的概念→工程造价的构成→清单计价的原理→清单
计价的顺序进行阐述。这样的教学顺序也是遵从本文前面提到的
“按照认知规律”来安排的，比较适合高职或是本科学生进行学
习。 

根据中职生“偏爱直观、偏爱动手、偏爱实践”的学习特点，
以及建筑行业中已经 100%使用软件计价的现状，笔者果断将本
课程的计价部分前移到《电算》课程中。在计价软件中，造价的
构成、清单计价的原理、清单的组成、清单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比起在《手算》课程中利用书本、PPT 来学习可谓事半功倍。计
价软件中，内置了全国清单、福建定额、厦门市计价相关政策文
件，可以随时进行查询，告别了以往学生学计价时面对一大摞的
纸质规范感觉无从下手的困境。 

而在接下来的《手算》课程中，则抛弃计价部分，“集中火
力”来培养学生的手工计量技能，有利于学生形成一贯式的学习
体验。 

（3）强化教学主线 
在本课程教学中，有一个很大的难点是定额规则与清单规则

的区别与联系。在以往的教学安排中，一般是在每一个分部中，
先讲清单的计算规则，再讲定额的计算规则，或是反过来。对于
初学计算规则的学生们来说，确实是容易混淆，从而也成为了课
程学习上的一个障碍。因此，我校从 2016 级学生中选取了一个
班，将授课的思路从传统的“定额与清单齐头并进”，改成了以
清单规则为主线，待清单全部讲完后，再以清单与定额计算不同
之处作为重点讲定额规则。使得学生能先形成一整套明晰的计算
程序，再用很少的精力即可完成从清单计算到定额计算的转化。
对比另一个班，改革后的班级平均成绩提高了 12.7%。 

三、结语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对中职生来说学习的难度确实

比较大，专业教师不能只着眼于这一门课，而应在课程中帮助学
生将整个中职阶段的多门专业课程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在脑中真
正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专业认知系统。因此必须从多方面入手，积
极启用新的教学方法，开拓新的新学思路，跟踪分析教学反馈。
尽可能地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