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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体系创新与模式构建。 

李 伟 

(长春工程学院 管理工程系，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工程造价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体系现状的分析。在四个方面对课程教学体系刨新作了初步探索，提出应 

着力贯彻专业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构建工程造价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体系的新模式。 

[关键词】 工程造价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体系；创新 

[中圈分类号】11J一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oo5)02-00694)3 

InBov~ion and estal 删 t 0f ilew standard in COtllE~ te hil喀 system 0f 

c嘎卫口t—p 0f印 盯ingm卸。g酬 major 

U Wei 

( pa删 0f Man．emit ErIgille Ilg-Qlan I Institnte 0f Tec．hndo~y·Qlan I 130012·Oaina) 

Ab日州 ：T l the鲫-aly豳 0fpresent sitamtion 0f~arseste∞l1iIfIg y吐鲫 0f count—p ce 0f∞gilla ngm明增删 Imj∞ -fourmethods 

0f iIl蜘 Ilg irIr姗  伽 have been di8cl】 prdimiru~y．The l删 sL明d8ld 0f喊出U8}liIlg eotmt—p ce删 te∞l1iIfIg By吐鲫 llds been 8et up 

by IniI1gtheideas 0fmIj∞te∞l1ing rffa-minto e~eet． 

Key_0l凼：mIj∞0f eotmt—p ce舶gil崩 rIgm明叼瞰 lt；删 te8c 唱 system；innovatlon 

一

、 工程造价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体系现状分析 

1．外部 环境 对工程造价 管理课 程体 系的影响 

工程造 价管理模式 的变化 导致工程造价管理专 

业课 程体 系 内容的不断更 新。我 国工程管理实行招 

投 标制度 以来 ，工 程管理规范化 、国际化 和网络化 的 

趋势更加 明显 。工程 造价管理 已由过 去完全依靠 定 

额 的做法 逐渐转变 到依 靠 “工 程量 清单 ”、推 行符 合 

市场经 济条件 的“量价分离 ”的工程造价 管理模 式上 

来 。工 程管理课程体 系及教学环节应该 是体 现市场 

环境要求 ，能较好 体 现工 程管 理全 过程 的系列课 程 

体系 。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统课程体系受到冲击。在 

信息高速膨胀的今天 ，工程造价管理越来越依赖于 

计算机网络技术。另外 ，工程造价管理软件也开始 

被大量使 用 ，并 产 生 了专 门从 事 工程 造价 管理 软件 

开发研 究 工作 的软 件 公 司 。施 工 组 织 与 工程 概 预 

算 、工程招投 标等课程不 能紧跟信息技术 的发展 ，继 

续沿 用传 统的手工计算或 落后 的计算机 软件 的教 学 

方式 ，则会 导致 工程 造价管理效率低 、质量 差 。 

工程造价管理 国际化趋 势要求工程造 价管理课 

程体 系加 以延伸 。我 国进 入 WTO后 ，跨 国公 司和跨 

国项 目越来越多 ，我国 的许多项 目要通过 国际招 标 、 

咨询或 BOT方式运作 。同时 ，我 国企 业走 出国 门在 

海外投资和经 营 的项 目也在增 加 。 因此 ，作 为支 撑 

工程造价管理 国际化 的专业教育课 程体系在此 方面 

还属空 白 ，应在此方 向进行 延伸。 

教育 思想 和教育观念 的巨大转 变对工程 管理专 

业 的培养 目标 和培养计划提 出了更 高的要求 。教育 

思想 和教育观念的转变强调对学 生 的培养应体 现厚 

基础 、宽 口径 、灵 活性 ，强调 发挥 学生 的主观 能动 性 

和提高 学生的创新 能力 ，强 调 培养 学生 综合 运 用所 

学知识 分析和解决 工程 实 际问题 的能力 ，强调 学 生 

专业适应 面要 广 、社会 适 应 性要 强 等诸多 方 面 。工 

程造价 管理 专业 课 程 教 学 中也应 不 断 转 变 教育 观 

念 ，改变传统 的每门课 程各 自为政 、部分 内容相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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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 的模 式 ，使 整个 工 程造 价管 理专 业课 程形 成 既具 

有相对 独立性 又具 有广泛适应性 的完整 体系。 

2．工程 造价 管理 专业课 程体 系本 身存在 的 问题 

理论教学缺乏 系统性 。工程造 价管 理是一个技 

术 与经济 、管理相结合 的技术 岗位型 的管理专业 ，需 

要有坚 实 的理论 基础 ，其 理论 内容又 具有 较强 的 系 

统 性 、连 贯性 。根据实 际教学体会我们发 现 ，各高校 

课程 体 系还严重 缺乏 系统性 ，表现如下 ：1)工程 造价 

管 理课 程体 系缺 乏完整性 。工程 造价管理作为工程 

管 理专业方 向之 一 ．其设 立的时间相对较短 ．而又从 

属 于不 同的院系 ，如有 的从属土建 院系 ，有 的从属财 

经 院 系 ，有 的从属 于经 济管理 院系等 ，从而导致各 高 

校 对该专业认 识上 的不统一 。2)工程造 价管理课程 

理论教 学重 复现象严重 。工 程造91"管理各专业课程 

分类详 细且 狭窄 ，在 教学过程 中 ，各科 目自成独立 体 

系 ，多数科 目理论基础 存在相 同或雷 同的现象 ，从而 

使 课程深 度不 能加强 。 

实践 教学缺乏应用性 。1)缺 乏针对 性 。工程造 

价管理是 时势 性非 常强 的专 业 ，其 实践 教学 不仅是 

x,t专业理论课 的应 用 ，更是 对 学生 分析 与解 决 问题 

能力 、预测 与决 策能力 的培养 ，而现有 的实践教 学环 

节往往 流于形 式 ，缺 乏针 对性 。2)时间不 充足 。要 

想培养 学生的专业 技 能 与专 业 素质 ，简 单 的在专 业 

课里安 排几个 学 时 的专 业 实践 教学 ，其 时间 是不 充 

足 的。3)深 度不够 。工程造ql"管理专业的实践环 节 

应充分 反映专业在 实践 中的最新成果与行业 发展状 

况 ，学生走 向工作 岗位 才 能对 其 岗位发 展起 一定 的 

推动 与促 进作 用 ，而 现有 工程 造 价管理 专业 实践 教 

学过 于肤浅 ，而且重复现象严 重。 

理论与实践教 学脱节 。从现有 的工程 造价管理 

专业课程 体系整 体情况 看 ，实 践教 学环 节上 存在 着 

许多理论 教学 与 实践 教学 的脱节 现 象 ，缺乏 整体 的 

规划和安 排。主要 存在 两种 形 式 ：一是 理论 基础 课 

的教学滞后 于实践 教学 中所 需 要 的相关 内容 ；二 是 

理论课 缺乏相应 的实训 环节 。 

课 程体 系 缺乏 灵 活 性 。工 程 造 价 管 理 是 集 技 

术 、经济 、管理 、法律为一体 的体系 ，而其 中每个 方面 

都在变化 中发展 ，所 以工 程造 价管 理课 程体 系 的灵 

活性 、适应 性是工程造价管理适 应市 场需求 、经济发 

展 的重要保 证 。 

二、工程造价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体系创新探索 

1．宽 口径 ，厚基础 

根据建 筑市 场 的发展趋 势 ，结合 工程 造价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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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指导委员会 的教 学基本要求和造 价工程 师执 业 

资格考试 的需要 ，坚持整 体优化 的原则 ，创新 的工 程 

造价管理专业课 程体 系应 注重 学生 的知识 结构 、素 

质结构和能力结 构 的优化 ，适 当进 行课 程 内容和课 

程体 系重组 ，实现相关 内容的归并 ，形 成 系列课 程 的 

模块结构 ，为本专业 的不同发展方 向 、不 同需 求的学 

生提供 多种 可 能 的选 择 。课 程 体 系 的设 立 应 坚 持 

“宽 口径 、厚 基础”的原 则 ，使学生在 深入理解 和掌握 

工程造价管理 的基 本原理 和 基本 方法 的 基础 上 ，结 

合工程建设行 业管理活动 的特点 ，提 高 实际应 用水 

平 和应对 能力 。 

2．理论教 学与 实践教 学融会贯 通 

工程造 tO1-管理 课程 的实践 性很 强 ，为 充分 调动 

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 ，着重培养学生 的独立工作 能力 ， 

除授课外 ，必须 安排一定量 的专业 实习 、课 程设计 和 

毕业设计等实践性教学 内容 。专业实 习是对课堂教 

学 的必要补充 ，进 一步 巩 固和强 化 学生 所学 理论 知 

识。课 程设计是培养学生 动手 能力和创 新意识 的一 

个 重要手段 。毕业设计是 本科生在校期 间进行 的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 的最后 一个 教 学环 节 ，其 目的是培 

养学生分析 问题 和解决 问题 的综合 能力。 

3．逐步与 国际工程造价 管理惯例接轨 

随着 我 国改革开 放 的不 断深 入 ，建 筑市 场 的对 

外开放已是大势所 趋 ，工 程造 价管 理 与 国际 接轨 势 

在必行 。通过广泛 的调 查 、座谈 、讨论 、分析 和研究 ， 

我们发现 由于全 新工程 造ql-管 理理 念 的引 入 ，工 程 

造价管理人 员 必 须具 备 全过 程 工 程 造 价 管 理 的 意 

识 ，进 而明确 21世纪工程~ttol-管理 专业人才 不仅 要 

掌握建筑工程概 预算 的基本 知 识 ，还必 须 是具 备 计 

量与计to1-能力 、市场 询to1-能力 及信 息 处理 能 力 的复 

合型人才 。在这 种形势下 ，只有积极 开展教 学研究 ， 

努力使教学 内容尽 可能与 国际通行 的工程造 价管理 

规则相一致 ，才能使学生 的知识体 系更趋完 善 。 

4．提 高应 用工程造价 管理专业软件 的能 力 

在计算机软件 工程 与 网络技术工 程 日益普及 的 

今天 ，传 统的工程造价管理模 式与方法逐渐 被淘 汰。 

例如 ，传 统 的手 工计算 的预算方 法 已经被 淘汰 。取而 

代之 的是计算速度 越来越快 、界面越来越人 性化 、计 

算方法越来越智 能化的专业软件 。工程造价 管理课 

程体 系应体 现对 这方面相关 知识 的要求 。 

三、构建新型工程造价管理专业课程教学体系 

的新模式 

1．理论教 学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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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课建立 “工程技术 知识—— 经济管理 知识 ” 

双轨 制模式 ，用人才素质体 系代替学科体系 ，构建复 

合 型人 才 的知识 、能力 和素 质结 构 ，拓 宽知识 面 ，突 

出工程 素质培养 ，以适应 市场 经 济需 求 和社会 发展 

的需 要 。针对本专业 对专业知识 和工程实践能力要 

求 较高 、覆盖面较广等 特点 ，构建 以工程技术知识和 

经济管理知识两 条线为主 的知识结 构。 

工程技 术 知识 主要包 括 工程制 图与识 图 、建筑 

材 料 、建 筑工程技 术 、建筑 装饰 工程 技术 、建 筑设 备 

安 装工程技术 、路桥工程技 术等 内容 ，以实际 、实用 、 

实效 的原则精选 教学 内容 ，达 到 夯实 工程 素质 基础 

的 目的 。 

经济 管理 知识主要包括项 目管理学 、会计 学 、经 

济合 同法 、技术经 济 学、施 工 组织 等 内容 ，以满 足本 

专 业对知识 、能力 、素质结 构的需 要和拓宽知识面为 

目的 ，增强 学生对 多变 的就业 市 场 和社会 经济 发展 

的适应能力 。 

2．专业课 构建“理 论一 实践一体化 ”教 学模 式 

以专业技 术应 用能 力 和工程 素质培 养为 主线 ， 

构筑理论 和实践教学体 系 ，夯实工程 素质基础 ，突出 

岗位技能训练 ，培 养高 素质 的 高等 工程 技术应 用 型 

人才 。在专 业课 的教学 中 ，打破 了本 专业 原来 的“理 

论课程教 学 、课程设 计 、专业 实习 、毕 业设 计”的传 统 

模式 ，根据工程造 价管理专业 岗位针 对性 强 的特点 ， 

将专业课 的理论课 程教 学 、课 程设 计 、专业 实 习 、毕 

业 设计 的内容 融会 贯通 于建 筑 工程 、设 备安装 工 程 

的造价 管理 中 ，形 成 “理论—— 实践 一体 化”教学模 

式 ，使 理论 和实践有 机结合 ，学习 目标和学 习过程有 

机联系 ，从 而使学 生通 过专 业理 论课 的学 习和课程 

设计 与专业实 习 的实践 训练 ，初 步完 成对 造价 工程 

师 的初步训 练 。 

3．理论 与 实践体 系构 建“工程 素质——技 术 岗 

位 技 能 互 动 ”模 式 

通 过加 强 工 程 技术 和经 济 管理 理论 知识 的 学 

习 ，构建工 程 技 术 、经济 理 论 和 管理 知识 的知识 结 

构 ，拓 宽学生 的知 识 面 ，夯实 工程 素质 基础 。从 根本 

上 为岗位技能训 练 打下 了坚 实 的理论 和 实践基 础 ； 

通过专 业理论课 和 实践 教学 的有 机融 会 ，针对 性地 

进行 高等工程 技术创新性 和应用 性人才 的培养 和技 

术 岗位 技能 的训 练 ，使 学生 的工 程 素质 得到进 一 步 

的提 高和升华 ，从 而使 工程 素质 和技 术 岗位技 能互 

相 作用 、互相 促进 、共 同提高 。 

4．应用与创新 能力培养 的教 学模 式 

在教育 内容方面 ，结合工 程造 价 管理 的专 业知 

识 ，充分吸纳 自然科学 和人 文社会科学 的最新成果 ， 

把学生引导 到当代 科学 的前 沿 。事 实 也证 明 ，用 陈 

旧、过时的知识决不可 能培养 出面 向未来 、面 向世界 

的创造性人才 。所 以 ，创 新 的教 育 内容应 充 分开 掘 

教学 内容 的文化 蕴 涵 ，引导 学生 认识 科 学发 展 的规 

律 和趋 势 ，掌握科 学探究 、科 学发 现 的方 法 ，增强 学 

生热爱科 学 、研 究科 学 的兴趣 和 能力 。本 校 通过 专 

家讲座使学 生了解最 新行 业 动态 、通过公 选 课淡 化 

专业界 限进行学生 的通识 教育 ，拓展 学生知识 面 ，培 

养学 生创新 能力与创新精 神。 

培养 学生创新 ，教育方 法 的创 新 至关 重要 。教 

育 内容的创新 ，需 要相应 的方法创新 作为支撑 ；教育 

方 法的创新又会促进 和推 动内容 的变革 。本 校在工 

程造价 管理 教学 中 ，由点及 面逐 步 改 变 由教 师 单 向 

向学生灌输 知识 的教学 方法 ，提 倡 师生 之 间相 互 学 

习、相互切磋 、相互启发 、相互激励 ；坚持 学习书本 知 

识 和生产劳动 、社会实践相结合 ，引导 学生适 当参加 

工程造价 管理 活动 和 工程 造 价 管 理 的科 学 研 究 活 

动 ，使 他们有较 多 的机会 接触 社会 ，开 阔视 野 ，增 长 

才干 。 

教育手段 的创新 。现代信息 和传播技 术 的兴起 

和运用 ，使传 统的 以教师 为 中心 、教 材 为 中心 、教 室 

为 中心 的教学模式受 到冲击。工程造 价管理是 以工 

程制图 、市场 调查数据 、计 算机软件应 用为基础 的专 

业 ，所 以利用 现代 的教育手段 能使学生在直 观 、人 性 

化环境 中学 习 ，这有助于充分 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 ，提 

高优质 教育资源 的利用 效率 ，提高 师 生利 用现 代 科 

技手 段收集 、获取 、传播 、加工 和创新知识 的水平 。 

教育 创新 ，根本 还在 于教 师 的创 新 。在 工 程 造 

价管理专业教学 中 ，教师应该是 合格 的、能洞察工 程 

造价 管理 最新动态 的、与工 程 造价 管理 行 业有 密 切 

联系的造价工程师 ，所 以工 程 造价 管理 专业 的教 师 

应该 是“双师型”的高 素质教师 。要 培养具有创新 性 

的工 程造价管理学 生 ，教师必 须富有创新 意识 、创 新 

能力与创新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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