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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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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综合性强、信息量大、实践性强、

区域时效性强等特点，导致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难以保证。结合多年的

教学经验，尝试从提高学生学习内驱力、信息化辅助教学、翻转课堂等

三个方面入手，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课内课外将学生在

课程学习上遇到的难题一一化解，提高了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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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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大、实践性强、区域时效性强等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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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 
目前中职阶段的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基础较差、不愿意主动思

考、畏难情绪严重等问题，再加上电子产品的严重泛滥，加剧了
学生对书本失去兴趣，对传统课堂教学难以集中注意力，对手工
计算拒之千里等种种不利于学习的现象。 

2、课程综合性强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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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课程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虽然已经分别学过，但掌握得
并不牢固。而《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需要学生将多学科有
机结合，融会贯通。比如在计算土方工程时，不仅需要学生读懂
基础图，还得结合施工工艺去理解工作面、放坡等施工环节，还
要根据施工方案确定（在没有施工方案的时候，需要根据经验预
判）挖土方式是人工挖土或是机械挖土，以及具体选择什么机械
进行挖土、运土、卸土等，还有是否需要排水、降水等措施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计量与计价的准确性。因此，要
想让学生较为完整、正确地掌握计量与计价的技能，需要教师在
课内补充大量知识链接，并帮助学生对所学所有专业学科里的相
关知识点进行系统性的融合。 

3、课程内容多，信息量大 
本课程教学的内容比较多，计价部分包括工程造价的基本知

识、工程计价的基本原理、定额组价的方法、清单计价的方法、
询价与调价的方法等。计量部分不仅包括清单和定额两个系统的
各十几个分部的计算规则和计算方法，还包括大量的识图训练和
补充知识的学习和理解。 

4、课程实践性强 
本课程中的计量部分，涉及到大量的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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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句话说，就是既不能错过图纸中每一个细节，也不能忽略计算规
则中的每一条说明。这就需要学生不仅要动手去做，还要多做多
练。由于经验不足，学生看图、看规则往往没办法一次就看得仔
细和全面，所以容易出错，只有通过主动地与同学或老师进行反
复地对量、讨论，才能将逐步提高自己的算量水平。 

二、《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改革 
1、提高学生的学习内驱力 
从以上分析可知，《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课程学习起来难

度比较高，需要学生要有学习热情，时刻保持高昂的学习动力。 
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内驱力： 
①动员课。正式课程开始前，可以安排一次这样的动员课：

先请同学们算一笔账，一位成年人的每月生活支出有哪些？应该
要多少薪酬才能支撑一个家庭？再提出问题：在建筑行业中，有
哪些工作岗位？逐个分析各岗位的工作环境、工资待遇、职位升
迁，结合自身条件想想自己适合什么岗位，应该从哪些方向着手
准备？如果在校期间不努力，那么短期（实习期）内会遇到什么

样的问题，长期来看又会比其他同龄人落后多少？ 
结合以往的上课情况来看，动员课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中职

学生社会阅历少，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懵懂无知又充满了好奇，平
时在家庭、在初中学校一般没有机会能这么全面地接触和思考建
筑行业里的岗位。无知导致了盲目，没有目标导致了懈怠，只有
让他们看清全局，才能早醒悟、早立志、早奋发。 

动员课虽然能够将绝大部分学生从网络世界“拉回现实”，
燃起学习的斗志。但它的效果只能维持在学期初的一小段时间
里，伴随着课程的进行、难度的加大，他们的学习热情往往会慢
慢减弱，如何将这种“斗志”保持下去也是一个大问题。 

②收集工地信息。课程进行中，我会要求学生留意身边的工
地，收集各个在建工地的基本信息。每个在建工地的大门口都会
悬挂一个公示牌，学生主要收集公示牌上的相关信息以及自己的
一些感性认识。收集一个就发在班级群里，由课代表负责汇编成
电子档并注明收集者，每两周将汇编发布一次。以往学生上学放
学行走在路上经过一些在建工地时从来不觉得跟自己有任何关
系。自从接到收集工地信息的任务后，他们开始“发现”工地，
并研究相关信息。慢慢地他们对一些大型的开发商、建筑商、监
理单位等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这对他们将来选择实习、工作单
位都有帮助。 

③ 美建筑物评选。我还会让学生寻找、发现自己心目中的
厦门 美建筑物（已建成），让他们自行拍照做成小影集或是
PPT，在学期结束前组织全班评选，培养他们对建筑行业的敏感
度，增加归属感。现在的学生对图片、视频的处理能力大大超过
我的想象，他们制作出的影集可谓美不胜收。通过这样的手段，
打开了他们发现建筑美的眼睛，形成自己独特的建筑审美。我还
会推送一些建筑学的美文，带领他们欣赏贝聿铭、安藤忠雄等国
内外建筑大师的艺术作品。 

2、信息化辅助教学 
中职学生痴迷手机的现象很严重，我将授课内容制作成微

课，允许学生在课后登录课程平台自由进行学习。同时将课程内
容碎片化成网络习题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学生在做习题时，平
台会即时反馈对错。若学生做题过程中感觉知识掌握不够好，可
以随时返回微课相应内容多次学习。每天，学生线上学习的时长
都会以积分的形式自动排名，在课程微信群中进行公示，每月总
排名前十名的同学可获得平时分加分、抵消处分、兑换学习用品
等奖励， 终积分靠前的同学可以在实习单位的选择上有优前
权。用这种方法，可鼓励同学们不断向前努力。 

3、翻转课堂 
课程进行中期，我会拿出几个内容较简单的分部，由学生来

当“小老师”，仿照老师的授课步骤进行授课。要上台的学生为
了满足其表现欲，能够积极备课、创新授课，台下的学生兴趣盎
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另外，如前文所分析，因为本课程的实践（手工计量部分）
存在一个“对量”的环节，这个环节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但也是
学生计量技能形成不可缺少的环节，换句话说，学生花在“对量”
环节上的时间越多，计量的技能就成长的越快。为了鼓励学生多
对量，我会给学生进行合理的分组，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动态
设立“流动组长”，由组长主动组织本组成员进行课后的“对量”
活动，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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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学好这门课程的学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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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将来继续深造或直接走上工作岗位都有很大的帮助。为
了追求更好的教学效果，我积极引用新的教学方法，开拓新的新
学思路，跟踪对比教学效果。只有不断尝试创新、大胆改革、仔
细对比、反复论证，才能保证本课程的教学效果达到一个较为满
意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