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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本教学成果基于河南城建学院鲁春阳教授完成的2021年度河南

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大项目《基于“大工程观”面向智

慧建造专业集群的综合工程实训体系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2021SJGLX259）的研究成果，该成果已获评河南城建学院2024年校级

教学成果特等奖。现将教学成果情况总结报告如下：

1.1 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1.1 问题提出

随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由建造大国成为建造强国，未来10

年，在智能设计、智能装备与施工等领域的人才缺口巨大，智能建造专

业应运而生，但如何深化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各高校莫

衷一是！作为我世界上工程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我国工程人才的质

量并不令人满意。在我国“新工科”建设行动中，来自南京大学电子

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描述了我国工程教育面临的问题：“工

科教学理科化…，工程教育与行业企业实际脱节太大，工科学生存在

综合素质与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早在20世纪末，美国就发起了高

等工程教育改革运动，提出“大工程观”的工程教育理念，这一理念

克服了传统工程教育过分强调专业化、科学化从而割裂工程本身的弊

端，凸显工程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现代建造工程都是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活动中除了技术内容，

还必须考虑到非技术因素。实践是工程的本质、创新的基础。那么美

国提出的向工程实践回归的“大工程观”对我国适用吗？答案是肯定

的！从“大工程观”概念提出至今，美国工程教育改革背后的逻辑与

我国现在进行的“新工科”教育改革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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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思考，既有的教育理念能够满足工程教育国际标准的要

求吗？既有的实践教学形态能够适应今天智能建造行业对人才的需

求吗？答案是否定的！因项目教学、工程实践、系统集成能力和人际

沟通等内容在现有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体系里难觅踪迹，单一的以静态

学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学形态和实践业态难以满足“大工程观”下

的人才培养需要，传统的工科人才培养观与今天的工程教育改革已经

不相适应。

因此，河南城建学院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以“城建”为特色

的应用型本科高校，联合洛阳理工学院、黄淮学院等应用型高校，旨

在解决以下教学问题：①智能建造教学顶层设计与教学体系尚不完善；

②智能建造知识体系与行业发展需求脱节；③工程实践资源供给不足；

④工程实践业态单一。

成果符合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和“新工科”建设的新诉求，为

全国智能建造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供给了新思路、探索了新

模式、提供了新样本，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1.2 主要成果

（1）探索了智能建造人才培养的新思路

成果基于“产业需求导向+成果产出导向+目标达成导向”创新培

养模式，创新教学场景，重构综合实践体系，形成智能建造人才培养

的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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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能建造人才培养思路

（2）形成了具有工程逻辑智能建造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整个课程体系遵循智能建造工程逻辑构建，强化数智基础课程，

鼓励前沿交叉课程，引导产教融合实践课程。智能制造课程体系划分

为通识及智能建造导论课程、智能建造基础课程、智能建造专业课程

和跨学科课程等四部分。

图2 智能建造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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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了“两层四阶”递进式综合工程实训体系

紧接智能建造工程需求，创新产教融合、科教融合等实践场景和

实训场域，构建了“两层四阶”递进式综合工程实训体系，对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具有突出的推广效应。

图3 智能建造“两层四阶”递进式综合工程实训体系

（4）成效显著

2020年1月，河南城建学院成立智慧建造产业学院。2021年4月，

河南城建学院智慧建造产业学院获批河南省首批重点现代产业学院。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依托智慧建造产业学院、坝道工程医院等平

台开办“工程医师班”“班墨创新实验班”，通过主修专业培养和班

墨班个性化培养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旨在培养“智能+土木”行业拔

尖人才。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成果实施以来，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学生在“一带一路”国际大学生数字建筑设计竞赛、第

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第十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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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大学生机器人竞赛无人机比赛等大赛中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00

余项。

专业建设成效突出。土木工程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并获批国

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实现一本招生专业。

课程建设成效显著：《土木工程材料》获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混凝土结构设计》《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土力学》《工程制图》

《基础工程》《建筑材料》等10多门课程获批省级一流课程。

成果得到推广应用。成果在河南工业大学、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湖南城市学院等推广应用，受益师生7000余人。人民网、中国教育报、

科学导报等媒体报道10次。

团队获国家级、省部级教学工程25项；获省级教学成果奖5项，

地厅级教学奖励11项。发表论文27篇，其中：EI收录2篇，CSSCI收录

1篇，SSCI收录2篇。出版教材8部，专著6部，指导学生发表论文8篇，

授权专利6项，学生在国家级、省级比赛中获奖40项。

1.2 成果解决问题方法

（1）聚焦高等工程教育发展新趋势，更新育人理念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为遵循，以缓解建造产

业快速升级和结构调整与所需工程人才匮乏之间的矛盾为牵引，以培

养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人才为抓手，更新育人理念，提出基于大工

程观，坚持彰显“城建”特色，树立“典型示范、数字赋能、交叉融

合、德学兼修”的教学改革理念，掌握国家对智能建造公工程技术的

知识结构和综合能力的需求，解决应用型本科高校智能建造教学理念

滞后建造工程需求的问题。

（2）靶向新工科建设新要求，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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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人才培养新场景。探索多主体参与，跨场域、跨时空的人才

培养新模式。利用王复明院士组建的坝道工程医院总院及70多家分院

的实践教学资源，开办“工程医师班”。依托省级产业学院——智慧

建造产业学院、坝道工程医院等平台，开设“班墨创新实验班”，实

施MICPS人才训练计划，即通过微专业(Micro major)、研学（Investig

ation）、竞赛(Competition)、项目（Project）、研讨（Seminar）

，推进“2+2”“项目制教学”“研究性教学”。2023年12月，班墨

创新实验班首批遴选18名学员正式开班，学制3年，达到培养要求后，

授予河南城建学院班墨创新实验班结业证书。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解决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工科理科化的问题。

构建教育教学新业态。利用学校与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联合开发的智慧教学管理系统、智慧教学服务系统和智慧教学

资源系统（简称“三平台”），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

根据学生的学习习惯、能力和进度，为每个学生定制专属的课程内容

和练习；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成绩数据，精准发现学生

的学习问题和优势，为教学策略调整提供依据。落实OBE教育理念，

推进教学范式转型，用项目驱动式、问题导向式等教学方法，鼓励学

生主动探索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3）服务建造行业发展新需求，深化课程供给侧改革

优化课程体系。服务建造行业转型升级新需求，基于大工程观，

通过数智赋能，采用“智能建造系统认知学习+智能建造专业强化学

习+智能建造交叉融合学习”相结合的主干课程和模块化课程，解决

智能建造知识结构与产业脱节、实践课程资源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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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智能建造课程模块方案

拓宽优质课程供给渠道。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实现跨地域、跨时

间的学习。利用中国大学MOOC、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学在城

建等在线平台，让学生能够接触到全球顶尖高校的课程。

（4）助力学生综合能力提升，探索全周期综合工程实训体系

为培养学生的大工程素养，建立大学四年全周期的综合工程实训

体系。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工程实训导入体系、“四维联动”的工

程实训保障体系、“六融合”的工程实训平台体系。

图5 “四位一体”工程实训导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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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四维联动”综合工程实训保障体系

图7 综合工程实训平台体系

1.3 成果的创新点

针对应用型高校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没有可复制、可照搬的成

功经验和模式的现状，成果出了基于大工程观，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

和高等工程教育范式转型的工科人才培养特征，拓展了工程教育的视

野，深化了大工程观的时代要义，为地方应用型高校智能建造人才培

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新思路和新模式。成果的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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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育人理念新：提出了基于大工程观“五观协同”“六维融

合”的人才培养新思路

培养大学生的大工程观是工程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体

现。成果为克服现有工科人才培养理科化、碎片化、单维度等现有弊

端，倡导人才培养要突破专业单维度内部小循环的专业建设模式和人

才培养藩篱，通过“跨界+融合+整合”的新形态，重塑智能建造人才

发展的新思路。成果提出了“五观协同”“六维融合”“工”“学”

耦合的人才培养新思路。“五观协同”：即价值观、工程观、质量观、

系统观和发展观等；“六维融合”：“理实融合、虚实融合、产教融

合、科教融合、专创融合、专思融合”。

图8 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新思路

（2）培养模式新：构建了跨场域、跨时空、多形态的人才培养

新模式

依托智慧建造河南省重点现代产业学院和智能建造协同创新中

心，通过数智赋能，利用线上线下、校内校外、虚拟仿真等新形态课

程资源、实践资源，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打破传统学科界限，重构课

程知识体系，实施项目驱动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了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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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模式，开设“工程医师班”“班墨创新实验班”，形成了人才自

主培养方的具体方案。

（3）实践体系新：构建了以能力为导向、工程与非工程素养并

重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教学新体系

通过大学四年全周期对工程的认知、模拟、综合、创新，引导学

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工程实践，构建了“两层四阶”递进式综合工程实

训体系，保障智能建造人才应具备的知识、能力、素养的培养需要，

引导智能建造实践教学向“自主学习、主动实践、追求创新”转变，

实现“价值引领、知识探究、能力发展和素质提高”的实践教学人才

培养。

1.4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教师围绕人才培养潜心教学创新，成果丰硕

完成与成果相关的国家级、省部级教学工程项目25项，其中，获

国家级一流专业2门，国家级一流课程1门，省级教学工程22项。获省

级教学成果奖5项，地厅级教学奖励11项。发表论文27篇，其中EI收

录2篇，CSSCI收录1篇，SSCI收录2篇；编写教材8部，出版专著6部，

授权专利6项。获批河南省教学名师2人、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1人、

河南省知识产权专家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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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竞争力突出，学科竞赛成绩斐然

在该人才培养模式和综合工程实训体系的塑造下，近三年，学生

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得奖励100余项。学生在2024年“鲁班杯”全国

高校数字孪生创新应用大赛总决赛重全国二等奖3项；在第十一届河

南省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中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

在第五届“品茗杯”全国高校智能建造创新应用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获

得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在第十六届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

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获得建筑类一等奖1项、三等奖1

项、道桥类三等奖1项；在第十届河南省大学生机器人竞赛中获得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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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示范作用突出，社会影响广泛

成果团队成员受邀参加全国、全省行业论坛，并做典型发言。副

校长周颖杰参加2024智慧城市与智能建造论坛，并与广联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发布校企共建课程《虚拟设计与施工》，该课程是全国

首次发布虚拟课程，是建筑相关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副校长周颖杰在

第三届河南省土木建筑高等教育论坛上推介该成果，得到省内外专家

高度肯定。土木与交通学院院长宋新生教授在河南省智能建造工作专

题研讨会上作《智慧建造产业学院暨智能建造专业建设》报告，得到

省内外专家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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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在人民网、中国教育报、科学导报、河南高教等媒体宣传报

道10次。

人民网：《河南城建学院：“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城建类BIM

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创新》；

中国教育报：《河南城建学院提升专业建设能力 打造高质量发

展模式》；

科学导报：《教育数字化赋能下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实践》；

河南高教:《紧扣“十大战略” 书写人才培养新篇章》;

大河报：《“新工科”背景下如何做好人才培养？河南城建学院

BIM人才培养模式给出答案》。

成果在河南城建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和智能建造专业的2023版人

才培养方案修订时得到了采用。同时，被河南工业大学、南阳理工学

院、黄淮学院、河北建筑工程学院、湖南城市学院等高校的土木工程

专业、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实验实训模式改革采纳。


	1.1 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1.1 问题提出
	1.1.2 主要成果

	1.2 成果解决问题方法
	1.3 成果的创新点
	1.4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