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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BIM 技术下建筑工程造价课程设计模块化教学的几点思考 
◆段方石  周  基  陈艳香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永州  425199） 

 
摘要：随着 BIM 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传统的建筑工程造价课程设计实践

教学模式已经显得落后陈旧，本文从课程设计模块化教学改革出发，首

先对其优点及教学内容组织方式进行论述， 后从造价课程设计配套教

材、BIM 造价实训室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等教学实践条件的构建

谈了几点改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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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造价课程设计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及目标定位 
众所周知工程造价是一门实践性学科，通俗的讲实践性学科

关键在于实战，实战理念是基于社会对人才的真实需要，也就是
说工程造价课程培养出来的人才要具备做工程的实际能力，建筑
工程造价课程设计是工程造价类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旨
在短时间的课程设计实践中，通过让学生完成一栋实际工程的计
量与计价过程，以便全面检验与提升学生的读图、识图、算量、
套定额、计价、调价等能力。而如何开展课程设计实践教学，让
学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工程实际中以提高动手能力与职
业技能，是专业教师亟待解决的教学问题。 

2 传统课程设计教学模式的弊端 
理论课讲授完以后集中一周或者两周时间安排学生完成课

程设计，这是传统建筑工程造价课程设计教学实践模式。将实践
课程安排在理论课之后，“先学好理论再实践”这种教学模式看
似合理，实则弊大于利；首先，《建筑工程造价》理论课时通常
为 64 课时，完成课堂教学已经在学期的第 16 周（通常每学期为
20 周），已经临近期末，学生往往忙于期末考试复习，没有太多
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课程设计上，使得课程设计得不到应有的重
视，很多学生对待课程设计的 度也忙于应付了事。课程设计实
践教学环节的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其次，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发
现一个明显的问题，课堂教学时学生能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但
是在课程设计实践时，多数学生却无从下手，这就是“理论知识
比较丰富，实际操作经验相当匮乏” 典型的例子。针对以上问
题，笔者提倡运用基于 BIM 技术下建筑工程造价课程设计模块
化教学模式来克服这些弊端。 

3.模块化课程设计和组织 
3.1 模块化课程设计教学理念及优点 
模块化课程设计教学即将工程造价课程设计的内容划分多

个教学模块，各教学模块与理论课同时进行。可以采用多层框架
或砖混结构建筑工程项目作为课程设计实训案例，将实训内容划
分多个教学模块，老师授课和学生练习相结合，老师带着学生完
成土建、装饰工程算量及计价工作。这种模块化教学方式，一方
面可以分阶段全过跟踪程检验学生课程设计完成情况，便于教学
精细化指导；另一方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同时进行，边学边练，
通过这种学以致用的演示过程，学生学习更具针对性，让他们知
道“要学什么、为什么而学、学了做什么用”能很好促进学生学
习兴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3.2 模块化课程设计教学内容与实践组织 
将工程造价课程设计实践教学内容划分为多个模块，各模块

的进度根据理论课时的进度依次排列，下面笔者以编制一份框架
结构建筑的土建与装饰装修工程造价预算书为例讲解模块化教
学的实施过程及组织形式。首先教师下达课程设计任务书及工程
图纸并要求学生提前预习，教师可利用上课时间 10-15 分钟根据
各模块布置课程设计任务并按时检查完成情况。模块一：工程造
价组成，主要通过预算书讲解工程造价组成及预算书表格内容；
模块二：根据图纸讲解建筑结构施工图内容及识图技巧；模块三：
要求学生熟悉钢筋手工算量原理并利用钢筋抽样软件计算钢筋
工程量；模块四：要求学生根据清单及定额计算土方、砌筑、混
凝土、保温隔热、防水等工程量计算；模块五：计算装饰装修清
单和定额工程量；模块六：完成措施项目的计量任务；模块七：
利用广联达计价软件 GBQ4.0 对所计算的工程量进行组价操作，

完成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与投标报价的编制。各教学模块如
下图一所示： 

 
 
 
 
 
 
 

图一：教学模块示意图 
4 模块化课程设计教学实践的实现条件 
4.1.模块化工程造价课程设计配套教学教材编写 
工程造价课程设计实训教材的编写应侧重以下几点：以提升

学生工程实战技能为导向，以 BIM 技术为依托，以建筑工程企
业的用人标准为依据；精心选择 3-5 个典型工程案例编制工程预
算书，每个案例均详细罗列基本过程、相关知识点、原理、依据
等，后期可考虑录制相应的教学视频，教材力求详尽完整，既要
讲原理和施工工艺，也要讲实际操作，使学生“知其然，知其所
以然”。 

4.2.工程造价 BIM 实训教学场所及配套资源构建 
随着 BIM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 BIM 

软件为学生创建一个能模拟真实工作过程的情境，“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因此学院为适应工程造价类课程的教学而建设
BIM 工程造价实训室就显得极为迫切。实训室硬件方面：实验室
面积 60-80 平方米，内设 6-8 个团队的座位及实训用的计算机，
每个团队由 4-5 学生组成，可同时容纳 30-40 名学生进行实训。
内设有用于教学展示的大型电子显示屏、投影仪、黑板、空调等；
实训室软件方面：方便学生操作应配置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建
筑工程实训仿真、广联达造价、斯维尔造价、鲁班造价等软件，
其次，还需配备一定数量建筑工程相应规范、图集、定额等纸质
书籍方便学生查阅。 

4.3.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可以从两个方向入手：一方面学院可

面向建筑企业招聘经验丰富的造价工程师，让他们以全职或兼职
的形式承担工程造价课程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学院可派遣专业
教师到相关造价企业顶岗实习或者校外兼职的方式，使教师参与
建设项目，熟悉工程造价全过程，通过实践与实战成为一名真正
的双师型教师。 

5 结语 
工程造价学科也在不断发展进步，工造价课程设计的教学改

革与创新也在探索中进步。笔者所倡导的 BIM 技术背景下工程
造价课程设计模块化教学方法的实施旨在提高学生的工程实战
操作技能和职业能力。然而模块化教学需相应保障措施，例如，
配套教材的编写，BIM 造价实训室的建设，提升专业教师的双师
技能，只要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工程造价课程设计实践教
学的质量就能取得极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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