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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基于“学习成果”的 
高职混合教学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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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详述了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基于“学习成果”的高职混合教学模式设计的意图、设计环节、任务模块、考核评价

及实施保障。充分考虑“以学生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的教育教学要求。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教师角色转换为引领者、指

导者、参与者。利用网络教学资源，结合信息化技术手段，将线下岗位模拟教学与线上教学深度融合，以此为例对基于“学

习成果”的高职混合教学模式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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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是工程管理专业管理类专业平台课程，

也是铁道工程、桥隧工程、道桥工程等专业方向的拓展课程，

这门课程紧密联系工程建设管理实践。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

多偏重于理论讲授，同时受课堂学时及课堂容量的限制，难

以实现技能目标。基于“学习成果”的混合教学模式，在学

生上课前进行任务布设，通过连接网络学习自制速课、微课

等学习视频及资料，使学生课前进行自主探究，课中，教师

代领学生以岗位模拟的方式，按照任务要求进行分组训练，

结合学生课前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指导纠正，引导学生完成岗

位任务，形成成果报告进行展示评价。网络学习和课堂教学

互补，实现知识点掌握与技能训练同时达成的教学目标。

二、工程项目管理基于“学习成果”的高职混合教学
模式设计

（一）设计意图

基于“学习成果”的高职混合教学模式设计意图为：充

分考虑“以学生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的教育教学要求。

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教师角色转换为引领者、指导者、参与

者。利用慕课、智慧职教等优质网络教学资源，结合信息化

技术手段，将线下教学与线上教学深度融合，实现优势互补，

同时弥补单独教学过程中课时不足、实践训练不完整等缺陷。

（二）设计环节

设计环节主要由：环节一——背景分析、资源提供，环

节二——任务布设、预习反馈，环节三——学习指导、模拟

训练，环节四——成果展示、学习评价，共四部分组成，每

一部分均对应线上、线下不同的设计内容。其中环节一“背

景分析”针对课程教学模块内容，每个教学模块分成若干个

子模块，每个子模块都有相应的技能目标。学习平台中上传

视频、课件、预习测试文档等资料，提供各网络教学平台资

源链接，方便学生多渠道学习，课前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环节二“任务布设”是将课堂任务进行设计发布，

发布时参照“预习反馈”的结果，有针对性的调整教学侧重

点。环节三“学习指导、模拟训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教师指导学生按照要求组建“项目团队”，进行分组模拟训

练。在训练过程中，教师以“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公司领

导”、“设计单位工作人员”等身份出现，不仅是课堂教学的

引领者，更是参与者。环节四“成果展示、学习评价”学生

以团队为单位汇报展示任务成果，教师对团队学习成果及学

习过程进行点评。

（三）设计任务

根据课程特点，课程内容依据建设项目的工作过程进行

模块划分，教学内容遵从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课程模块内

容及学时安排给出如下建议：

1. 学习模块一：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组织。课堂 8 学时，

在线 4 学时。
子任务 1：成立项目经理部
子任务 2：签订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
子任务 3：明确各岗位职责和权利
子任务 4：制定项目部各项管理制度
子任务 5：制定目标管理工作流程
2. 学习模块二：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理。课堂 8 学时，

在线 4 学时。
子任务 1：编制工程项目质量计划
子任务 2：工程项目质量保证措施制定
子任务 3：工程项目质量的检查和验收
子任务 4：工程项目质量问题的处理
子任务 5：工程项目质量事故的处理
3. 学习模块三：建筑工程项目进度管理。课堂 16 学时，

在线 12 学时。
子任务 1：横道图进度计划的编制
子任务 2：网络图进度计划的编制
子任务 3：项目进度计划的优化
子任务 4：项目进度计划实施的检查
子任务 5：项目进度计划的调整
4. 学习模块四：建筑工程项目成本管理。课堂 8 学时，

在线 4 学时。
子任务 1：项目成本计划的编制
子任务 2：项目成本控制方案的制订
子任务 3：项目成本的核算
子任务 4：项目成本的分析
5. 学习模块五：建筑工程项目安全和环境管理。课堂 8

学时，在线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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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任务 1：项目安全管理计划的制订
子任务 2：项目环境管理计划的制订
子任务 3：项目安全文明施工方案制订
子任务 4：项目安全事故的处理
6. 学习模块六：建筑工程项目收尾管理。课堂 4 学时，

在线 2 学时。
子任务 1：项目竣工验收方案制订
子任务 2：项目竣工结算方案制订
子任务 3：项目竣工资料的编制与归档
子任务 4：项目保修合同的订立
7. 学习模块七：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规划。课堂 8 学时，

在线 6 学时。
子任务 1：项目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
子任务 2：项目管理规划的编制
（四）考核评价

课程考核评价分为线上评价和线下评价，线上评价由平

台预设，根据学习进度、测试反馈、作业质量、互动讨论等

多个模块组成，占总成绩的 40%；线下考核评价由学习成果、
团队协作等组成，分别由教师评价、组间评价、组内评价进

行综合考评，占总成绩的 60%。

三、实施保障

（一）丰富的网络学习资源

混合教学模式设计的网络学习资源，包括教师自己制作

的速课、微课和课件，还应涵盖各教育平台优质课程资源的

链接，以及与工程实际相结合的具体案例等资源。在丰富的

学习资源冲击下，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针对性的学习反馈

对于线上学习反馈，任务内容需要有较强的针对性，反

馈结果需要做细致的针对性分析，教师按照题目错误比例进

行知识点分解，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说明，再此基础上进行

下一步骤的实施。

（三）明确的目标任务

教学中设计引入“项目经理责任制”的岗位模拟方式，

教师结合项目的实际案例进行分解，以子项目布置任务，明

确任务目标，强调每项内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布设时区分

任务类别，“团队竞争式”任务要求团队展示；“团队协作式”

任务，发挥“项目经理”“全权负责”的作用，领导“团队”

成员完成各项子任务，进行组内评价。

（四）完善的评价体系

根据不同的任务类型进行不同的评价设置，设置原则为

过程性考核与成果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尽量全面均衡，

分值比例可根据任务类别进行调整，如对于对于“团队竞争

式”任务可以适当增加教师评价比例，对于“团队协作式”

任务可以适当增加组内评价比例等。

四、结语

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基于“学习成果”的高职混合教学模

式设计，并不是将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线上与线下教学模式

简单结合，而是对两种教学模式中的要素素进行有机融合，

需要丰富的教学资源、明确的教学目标、合理的教学设计和

完善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发挥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优势，

实现教学最优化，充分发挥教师的引领作用和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课题：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0 年度专项课题“新冠
肺炎疫情背景下，基于‘学习成果’的高职线上有效教学模

式研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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