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造价专业教学模式改革项目小结 

在工程造价专业的教育教学模式改革过程中，依照项目预期目标：①深化

项目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模式；②信息化教学模式有创新、突破；③对教学

模式与教学方法改革进行总结评价。以及验收要点：①专业课程实施案例教学、

现场教学、情景模拟教学等教学过程资料；②信息化教学成果资料③教学模式

与教学方法改革方案成效报告。特将本项目完成情况汇报如下： 

1、在《建筑工程结算谈判》课程中推行了情景模拟教学法 

2、以项目式教学完成了《建筑预算软件应用》的教学目标与任务 

3、《建筑识图与构造》课程的信息化教学成果 

一、在《建筑工程结算谈判》课程中推行了情景模拟教学法 

1、课程教学设计思路 

本课程教学内容根据工程造价专业培养方案和本课程的培养目标来确定,是

通过行业企业广泛调研，根据工程造价专业人才需求的调研结果，课程组与多家

用人单位的专家共同开发设计。根据预算员、造价员岗位能力需求，以民用建筑

土建及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计价为目标构建课程学习内容。  

教学内容的编排以工程结算谈判基础知识的准备、拟定谈判方案、工程实施

过程中的结算谈判、工程索赔谈判、工程竣工阶段竣工的结算谈判、结算书编制

综合实训为线，设置 6 个学习情境（项目），并在此基础上设置相应学习任务，

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掌握工程结算书编制与谈判的方法。为从事预算员和造价员

打下良好基础。 

2、情景模拟教学法的运用 

序号 学习情境 学时 

1 工程结算谈判基础知识的准备 16 

2 拟定谈判方案 4 

3 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结算谈判 4 

4 工程索赔谈判 8 

5 工程竣工阶段竣工的结算谈判 22 

6 结算书编制综合实训 10 



针对教学内容中不同的学习情境，明确不同工作任务下主要参与人员的岗位

职责及目标，进行岗位分配后，根据分配的岗位合作完成相应任务及进行谈判现

场的模拟，达到造价人员岗位体验的效果。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法的运用丰富课

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并提升学生自我思

考的能力。 

3、情景模拟教学效果 

为了对本课程的情景模拟教学效果进行实证评价，对工程造价专业参与岗位

体验的近两届学生，进行了教学效果满意度调查，主要让学生进行能力提升效果

评价、课堂创新满意度评价等，共发放 200 份调查问卷，根据有效问卷 189 份的

调查结果显示，该项岗位体验式教学的效果提升了学生自我思考、团队协作、组

织策划、语言表达等各方面的能力，加大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提高了学生对课

程的满意度。 

学生在情境中体验、互动中体验、反思对比中体验专业岗位，总的来说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 

二、以项目式教学完成了《建筑预算软件应用》的教学目标与任务 

1、项目教学教学设计思路 

项目教学法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将一个相对独立的项目交由学生自己处

理，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计、项目实施及最终评价,都由学生自己负责,学生通

过该项目的进行,了解并把握整个过程及每一个环节中的基本要求。以项目为主

线、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项目教学法是师生共同完成项目，共同取得进步

的教学方法。 

为了取得项目教学法的良好效果，本课程的软件基础操作教学中就以实例项

目为中心来展开，每个知识点首先是进行实例项目的图纸分析，情境分析等。在

以学生为主体的操作练习中，选择先练后讲，先学后教，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

主动参与，从尝试入手，从练习开始，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

等。为了保证练习质量，会发布合适的项目任务来进行驱动。 

2、项目教学法的运用 

根据合理的课程导入进行学生兴趣引导，优化项目选取内容，采取先学先练，

后讲后教，项目教学法的教学效果良好，根据 18 级造价班的任务执行效果，可



以看出，学生在项目任务驱动下，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多元化的方式思考

问题及解决问题，阶段性项目任务完成率高，完成质量好。 

 

 

3、项目教学法教学效果 

我们在实施项目教学法的过程中，根据反馈效果及时调整教学设计，不断提

高设计模式的健壮性以实现良性循环，可以说，结果评价和反馈这一环节贯穿了

整个教学活动。根据本课程的课程特点，在教学中采用了基于任务驱动教学法的

教学设计，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今后还将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这种教学模

式，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三、《建筑识图与构造》课程的信息化教学成果 

1、课程资源建设 

该课程教学团队均由双师型教师组成，并多次下企业进行锻炼学习，包括湖

北大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武汉瑞福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湖北鑫球广厦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并参加了多次省培、国培项目，齐心合力共建了丰富的课程

教学资源。学校也大力投入采购了虚拟仿真系统、虚拟一体数字化实训中心等信

息化教学工具。实训中心可进行 VR 沉浸式体验，能让学生实景观看建筑构造，

且新建了建筑实体模型，学生可以扫描各构造的专属二维码，针对性的深入学习

此构造的专业知识，做到虚实结合，这对该课程的信息化教学也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2、线上教学组织与实施 

该课程在线上教学平台开展了完整的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工作。 

课前提前两小时在 QQ 群及学习通班级群内发布本次课程任务，提醒同学们

做好学习准备，进行上次课的复习和本次课的预习，交代本次课程的特别注意事

项。 

课中授课形成多个固定环节，签到及准备、线上课程学习、讨论互动、随堂

测验、直播授课及答疑，其中，对于本课程，直播授课及线上互动环节对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有较大的提高。 

课后答疑时做到及时准确，让学生能感受到教师如影随形的关注，并且，能

获得学生对教学效果最真实的反馈。 

3、线上教学管理 

线上教学管理对于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紧迫感，有效的管理方法对课程教

学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本课程在线上管理中设置了合理教学预警，督促学生积

极参与课程学习，同时，为体现课程互动的重要性，在平时成绩中设置合理权重，

激励学生参与互动环节。 

4、信息化教学效果 

该课程在课前在以往的教学模式下，通过对本课程线上线下进行的信息化教

学改革，对教学流程进行了优化，教学内容更丰富，教学模式得到了创新，提高

了教学效率，提升了教育质量，课程变得生动有趣，学生更愿意主动参与课堂，



互动变得有趣。线上平台的教学资源，对于掌握进度较慢及学习有难度的同学帮

助很大，可以反复观看学习，认真做好学习笔记，充分吸收课程知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