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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实施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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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 了适应经济、科技及文化对综合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必须合理构建和实施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课程体 

系。本文总结了我院建环专业在构建和实施专业课程体系过程中的三点思考和探索，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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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适 应 经 济 、科 技 及 文 化 对 综 合 素 质 人 才 培 

养 的 需 要 和 现 代 高 等 教 育 的 发 展 趋 势 ，改 变 高 等 学 

校 业 已存 在 的 专 业 划 分 过 细 、专 业 范 围过 窄 的 状 况 ， 

教 育 部 于 1998年 7月 颁 布 了新 的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专 业 目录》。新 目录把 原 有 的 504种 本 科专 业 调 

整 至 249种 ，其 中原 “供 热 通 风 与 空 调 _q2程 ”和 “燃 气 

工 程 ”两 个 专 业 整 合 为 新 的 “建 筑 环 境 与 设 备 工 程 ” 

专 业 。 肖勇 全 等学 者 对 新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的 总 体 框 架 

提 出 了指 导 性 的 意 见 [】“】，本 文 在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的 

基 础 上 ，结 合 笔 者 的 实 践 ，对 合 理 构 建 建 筑 环 境 与 设 

备 工 程 专 业 课 程 体 系作 进 一 步 的思 考 和 探 索 。 

一

、细化课程体系为不同的模块 

高 等 学 校 土 建 学科 教 学 指 导 委 员 会 建 筑 环 境 与 

设 备 工 程 专 业 指 导 委 员 会 对 建 筑 环 境 与设 备 工 程 专 

业 “培 养 目标 ”的定 位 为 ：培 养 适 应 我 国 社 会 主义 现 

代 化 建设 的 需 要 ，德 、智 、体 、美 全 面 发 展 ，基 础 扎 实 、 

知 识 面宽 、素质 高 、能 力 强 、有 创 新 意 识 的 建 筑 环 境 

与设 备 工 程 专 业高 级 技 术 人 才 p J。 而 且 专 业 指 导 委 

员 会 还 x,-l-~ 生 的知 识 结 构 进 行 了分 类 ：包 括 人 文 、社 

会科 学 基 础 知 识 ，自然 科 学 基 础 知 识 ，专 业 基 础 知 

识 ，专 业 知 识 以及 相 关 知 识 H J。 

要 实 现 以 上 目标 ，就 必 须 根 据 培 养 目标 对 学 生 

知 识 结 构 的 具 体 要 求 ，按 照 “厚 基 础 、宽 口径 、高 素 

质 ”的 原 则 把 课 程 体 系 进 一 步 细 化 ，分 为 不 同 的 模 

块 。我 院 建 环 专 业 的 课 程 体 系 按 照 知 识 结 构 的 顺  

序 ，依 次 为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模 块 、大类 专 业课 程 模 块 、 

跨 大 类 专 业 课 程 模 块 、专 业 方 向 与 专 业 特 色 课 程 模 

块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模 块 (表 1)。 此 外 还 规 定 必 须 选 

修 三 门 以上 的 全 院 公 共 选 修 课 程 ，来 提 高 学 生 的 综 

合素质 。从 表 1可以看 出 ，除通识教育课程外 ，大类 

专业 课 程 在 总 课 程 学 分 中 占 了 较 大 的 份 额 ，接 近 1， 

3，而专业基 础课程学分在其 中占了 415(表 1中只列 

出 了一部分课程 )。这充分体 现 了“厚基 础 、宽 口径” 

的基 本 原 则 ，正 是 通 过 专 业 基 础 课 门数 的增 加 ，使 专 

业课 内 容 的 整 合 和 课 时 的 压 缩 成 为 可 能 ，也 为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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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向 的拓 宽 打 下 了扎 实 的基 础 。 

表 1 株洲工学院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概览 

课 ’耋 墨 妻 识 课张 曩 麓 c ’ 
高等数学 

大学物理 

工程数学 

物理 实验 

体育 

计算机 文 

化基础 

音乐欣赏 

垮 大类专业课程 

(选修4．5学分) 

境工程概 工程项 目管 

筑 法规  理 

专 业方 向与 专业 

特 色课程 

(必修 u学分，选 

修4．5学分) 

建筑环境曩l金属加工工 

量 艺 

燃气督配 冷热源技术 

建筑设备 自建筑设备花 

动化 工技术 

专业选修诨翟 

(选修6学分) 

建筑培排水 

建筑电气 

安蓑 工程概 

预算 

二、强化课程之间的联系 

专业课 程体 系要 形成 一个 系列化 的整体 ，就必 

须在整合课程 内容 的基础 上强 化课 程 之 间的联 系 。 

根据专 业基础课 和专 业课 内容 之 间 的区别 和联 系 ， 

我们把 专业课 程 体系 5)-为三个 并行 的课 程 系列 ：一 

是 建 筑 环 境 系列 ；二 是 建 筑 设 备 系 统 系 列 ；三 是 机 电 

一 体化系列 。三个 系列 的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课分别 

为 ： 

1．建 筑 环 境 系列 

流体力学 、传热学 、建 筑环境学 、建筑环境测量 、 

空 气 洁 净 技 术 、室 内空 气 品质 等 。 功 能 ：了 解 室 内环 

境 的重 要 性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掌 握 建 筑 环 境 的 常 用 控 

制 、设 计 和 评 价 方 法 。 

2．建 筑设 备 系统 系列 

流体力学 、工程热力学 、传热学 、流体输 配管 网 、 

热 质 交 换 原 理 与 设 备 、暖 通 空 调 、燃 气 输 配 、空 调 用 

制 冷 技 术 、锅 炉 及 锅 炉 房 工 艺 、建 筑 设 备 施 工 技 术 、 

建 筑 给 排 水 、建 筑 电 气 、暖 通 空 调 新 技 术 等 。功 能 ： 

掌握 常用 建筑 设备 系统 的组 成 ，工作 原理及其设计 、 

施 工 方 法 。 

3．机 电 一 体 化 系列 

流体力 学 、传热学 、机械设 计基础 、电工 电子学 、 

自动 控 制 原 理 、热质 交 换 原 理 与设 备 、建 筑 设 备 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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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金 属 加 工 工 艺 、空 调 用 热 泵 技 术 等 。 功 能 ：了解 

常用 暖 通 空 调 设 备 的组 成 ，_72作 原 理 及 其 控 制 系 统 

的原 理 和 设 计 方 法 。 

必 须指 出 ，把 专业 课程 体系划 分为 三个 系列是 

为 了 强 调 系 列 之 间 的 区别 和 系 列 内 部课 程 之 间 的衔 

接关 系 (纵 向 )。其 实 ，系 列 与 系 列 之 间 是 有 着 紧 密 

的 联 系 的 ，如三 个 系 列 的共 同基 础 课 程 是 老 三 f-1(流 

体力学 、_72程 热力 学 、传 热学 )，新 三 门专 业 基 础课 

(建筑环 境学 、流体 输配管网 、热质交 换原理与设备 ) 

在 老 三 门 与 专 业 课 之 间 起 到 了 桥 梁 的 作 用 ，而 专 业 

课 程 很 多 是 互 为 基 础 和 补 充 的 (横 向 )。这 样 ，专 业 

课 程体系 就形 成 了纵 横 交织 的 网络 状专 业 知 识 体 

系 。 

从 辨 证 唯 物 主 义 的对 立 统 一 原 理 出 发 ：建 筑 环 

境 课 程 系 列 是 建 筑 设 备 系统 课 程 系列 和 机 电一 体 化 

课 程 系列 的基 础 ，建 筑 设 备 系 统 课 程 系 列 和 机 电 一 

体化课 程系列为建筑环境课程 系列 提供 了方法和手 

段 ；建筑设备 系统课 程 系列 是机 电一 体化课 程 系列 

的基础 ，机 电一体 化课 程 系列也 为建筑 设 备 系统 课 

程 系列提供 了技术 手段 。所 以说 ，三 者构 成 了一 个 

互相 联系 、对立统一 的整体。其 中，建筑 环境课程系 

列 是基础 ，建筑设备 系统课 程系列是 主体 ，机 电一体 

化课 程系列是高级应用 ，三者分别为金字塔 的基 础 、 

塔 身 、塔顶 (图 1)。 

图 1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课程体系结构图 

三、注意与实践教学环节的配合 

建 筑 环 境 与 设 备 _72程 专 业 具 有 很 强 的 实 践 性 、 

社会 性 、综合 性 、创新 性和 群体性 。 因此 ，在 培养 目 

标 中强调毕业生“德 、智 、体 、美全面发展 ，基 础扎实 、 

知 识 面宽 、素 质高 、能 力强 、有 创新 意识 ”_4】，而这些 

素 质 和 能 力 (尤 其 是 _72程 素 质 和 专 业 能 力 )的 习 得 离 

不 开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的培 养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更 是 创 新 

能力 培 养 的 重 要 基 础 和源 泉 。我 院建 环 专 业 的 实 践 

础 理 
基 经 原 

语 学 治 学 
荚 法 政 湃 

程学 
课 分 

育 国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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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 主要包 括课 程 实 验 、认 识 实 习、生 产 实 习、 

课程设计 、毕业 实习 、毕业设计 (论文 )等 。下 面结合 

我们 的经验和教训谈谈 几点体会 ，与大家共 同探讨 。 

1．以唯 物 主 义认 识 论 为 指 导 安 排 实践 教 学环 节 

的 流 程  

唯物 主 义 认 识 论 认 为 ：人 的 认 识 过 程 是 实 践一  

认 识 一 再 实 践 一 再 认 识 ⋯ ⋯ 的循 环 而 逐 渐 接 近 真 理 

的螺旋 式上升 的过程 。所 以 ，我们 在安 排课 程 和实 

践环节 时 ，一般把实践环节 放在前面 ，相关课程 紧接 

其后 。而且 一般相关课程也会有 相关 实践环节和后 

续课程来 加强学生对专业 的了解 和知识 的掌握 。如 

在认识实 习之后 ，有相 关课 程 暖通 空调 ；随后 ，有 生 

产实 习和后 续课程建筑设备 自动化等 。 

2．加 强 实 习教 学环 节 的 考核 

由 于 市 场 观 念 的 深 入 、企 业 观 念 的转 变 和 学 校 

实习经费的短缺 ，一 般企业 不 能 接收 大批量 的学生 

去动手实践 ，甚至参观 实习都较难联 系。这样 ，生产 

实 习、毕业实 习等现场 实践 环节 ，大部分情况下往往 

是 由学生 自己联 系 ，老 师 只能带 少部 分没 联 系到单 

位 的学生 去 自己熟悉的实 习单位 。这 种分散实 习的 

局 面就对 如何保证 和考核学 生的实 习效果提 出了挑 

战 。 

我 院建 环专业 虽然 开办不 久 ，但是 从一 开始招 

生 ，教研室全体教 师就积极到相关企 事业单 位联系 ， 

已经在 长沙 、岳 阳、株洲等邻 近地 区联系 固定实 习单 

位八 家 ，较好地满 足了认识实 习和部 分生产实 习、毕 

业 实 习 的 需 要 。 

我们根据 科 学 的教 育培 训评 价 方法 论”】，制定 

了一套包 括各方 面指标 的评价指 标体系 。既包 括形 

成性评 价 ，如 出勤 、纪律 、每 日工作完 成情 况等 ；也包 

括总结性 评 价 ，如 实 习 报告 、纪 律 和人 际关 系 等 内 

容 。形 成性评价 主要 由实 习单位的现场工作人 员打 

分 ；总结性评价 主要 由实 习带 队教 师负责。 

3．增 加 课 程 实验 中“三 性 ”实验 的 比例 

建环专 业作 为我 院的新 办专业 ，实验 室建设 正 

在 不 断 完 善 之 中 。 我 们 利 用 白 手 起 家 的 有 利 条 件 ， 

在实验室 建设 之初 就提 出 了“高起点 、高标 准 、高 要 

求 ”的建设 目标 。实验 室 建设 计划力 求 能 同时满 足 

教 学 和 科 研 的双 重 要 求 ，实 验 项 目力 求 减 少 演 示 性 、 

验证性项 目的 比例 ，增 加设 计性 、综 合性和创新性 等 

“三性”实 验项 目的 比例 。 

四、结语 

实践证 明 ，专业教学改革 是一个 长期 的跟踪 、探 

索过程 ，在 市场经济 的条件下 ，与人 才市场的接轨也 

很重要 。以上三点 思考和探索是我 院在构建和实施 

专业课 程体系过 程 中的一 点心 得 ，希望 同行 专 家学 

者能提 出批评和 指正 ，以供我 们今 后工 作 的改 善和 

提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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