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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我国工程管理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分别从专业培养目标确定、教 

师综合素质提高途径及优化学生培养模式3个层面，探索了新形势下我国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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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工程管理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在该目录中将原建筑工程管理专业、国际 

企业管理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等专业调整归 

并为工程管理专业，从此工程管理本科专业诞生了。 

经过多年的调整发展，目前国内已有约200多所高 

校设置了工程管理专业，其中有近十所高校通过了 

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教学评估。据统计。这些高校已 

为社会输送近5万名毕业生，他们中的多数已在工 

程建设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l世纪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是知识高速增长的 

时代。我国已加入WTO，我们必须面对国际竞争压 

力，这就对我国工程管理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现 

阶段，我国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工程管理专业的定位很模糊，培养目标 

不明确 

很多设有工程管理专业的高校，不清楚该专业 

是应侧重工程教育，还是应侧重管理知识教育，因此 

各高校的工程管理专业归属院系不同，课程体系设 

置也有差别。见表 1所示。 

表1 部分1Ii校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殛专业所在院系 

从表中统计数据可看到，除重庆大学以外，其他 

3所高校技术类课程比例均小于管理类课程，工程 

管理专业设置的院系也不同。虽然这里仅比较了4 

所重点大学(这些高校的工程管理专业已通过国家 

教育部本科专业评估)的情况，不能完全代表全国 

的情况，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高校对工程管理 

专业认识的不统一-一现象。 

由于我国高校的教学管理主要是以院系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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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若将工程管理与土木工程两大专业学科分设，势 

必造成学科壁垒，导致学科交叉困难，从而不利于工 

程管理学科的发展。 

(二)传统培养模式单一，培养人才的手段落后 

多数高校的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采用以教师 

授课为主，辅之少量的教学实践环节(如实习和毕 

业设计)。上课所采用的教学手段以黑板为主。工 

程管理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专业，以这 

种传统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走上工作岗位后，势必 

很难胜任工作。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 

面，其一是高校扩招，教学资源有限，有些高校将 

200多人的专业课合班上，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其二 

是教师素质不高，一些教师有惰性思想，懒于制作多 

媒体课件，一本教案用了好几届学生还舍不得更换。 

(三)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差，独立解决问题的能 

力差 

从用人单位反馈的信息是：一些工程管理专业 

的本科毕业生，连基本的施工图都看不懂，更不要说 

进行工程项目管理了。用人单位的意见直接暴露出 

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及 

实际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一味地 

让学生只死读书本、死记硬背理论。许多高校虽然 

也开设了各种实习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实践性 

教学环节，但由于忽视对这些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质 

量控制，实习成了“逛工地”，毕业设计成了互相“拷 

贝”，这样的毕业生一旦奔赴工作岗位，能力势必大 

打折扣。 

(四)课程体系的设王与学生将来工作岗位要 

求的职业资格脱节 

建设部自1996年在工程监理领域率先推行注 

册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以来，到目前为止，仅建 

设领域的各种注册职业资格有十几种之多，其中与 

工程管理专业相关的有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监理 

工程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建造师等。任何一名 

工程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都将面临 

取得职业资格的问题。虽然职业资格种类繁多，但 

考核知识体系有很大的相似性，与工程管理专业课 

程设置体系有密切的联系。 目前多数高校的课程设 

置体系以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为目标，这种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实际执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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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我们看到许多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动力 

不足，缺乏积极性，对将来就业前景一片茫然，最终 

导致厌学情绪。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在于课程设 

置缺乏与将来就业的必然联系，没有为学生将来的 

就业考虑，使学生丧失学习动力。 

二、2l世纪我国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上述分析工程管理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 

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革我国传统工程 

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一)统一认识，明确培养目标 

根据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制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介绍》，工程管理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是：培 

养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和土木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 

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方法和手段，能在国内外工程建 

设领域从事项目决策和全过程管理的复合型高级管 

理人才。 

从教育部制定的工程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可看 

到，工程管理是基于工程项目的管理 离开了工程技 

术谈管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工程管理学 

科必须与土木工程学科密切结合，既有利于两个学 

科的发展成熟，又有利于工程管理人才的培养。 

(二)努力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每位任课教师综合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教学 

效果，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教师的 

综合素质： 

1．高校应搭建一个宽松的以人为本的平台，从 

政策上激励教师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创新。随 

着数学、生物学、信息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带 

动了工程管理相关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模粝算法、 

神经网络及灰色理论逐渐应用于项目管理，除此以 

外BOT、TOT、PPP等国际项目管理方式也在我国的 

工程项目管理模式中落地生根，我国已开始实行工 

程量清单计价等。所有这一切新知识，新变化，都要 

求每一位从事工程管理教学的教师潜心研究，只有 

自己站得高，看得远，方能开拓学生的视野，积极引 

导学生掌握学科发展的动态。 

2．充分利用国际化平台，加强教师与国际工程 

项目管理相关组织的沟通与联系。当今世界是一个 

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发展，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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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提高，离不开国际化 

大背景。我们一方面可积极建立与国际化工程管理 

相关组织(如 AACE、CIOB)的联系，取得他们的技 

术支持，建立我国教师与这些组织成员的交流合作 

平台。另外，我们还可以开展我国设有工程管理专 

业的高校与美国、英国、日本设相似专业的高校之间 

的校际合作，使教师之间能够交流、互访、进修、培 

训，从而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3．搭建教学手段创新、教学方法改革的平台。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教学手段巳越 

来越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工程管理专业是实 

践性很强的专业，一些课程如施工技术若仅凭教师 

讲授施工工艺。学生很难有深刻直观的印象，甚至可 

能听不懂。若采用播放施工录像或将施工工艺制作 

成配有音乐、动画的多媒体课件。既可增加学生的直 

观认识，又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针对一些管 

理课如建设项目管理、建设工程合同管理等，应积极 

开展案例教学、讨论教学、发散思维教学等方式，鼓 

励学生积极思考，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 

(三)优化学生培养模式 

学习过程是一个教与学互动的过程，我们一方 

面要能努力提高教师素质，另一方面不能忽视学生 

的绩效反馈。针对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学生学习 

主动性不强、动手能力差、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差等 

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1．构建学生与用人单位的交流平台。任何一名 

大学毕业生最终都要走向就业市场，面l临用人单位 

的选择，工程管理专业培养的毕业生也要适应市场 

的需要。新生刚入校时，就应当请用人单位介绍本 

专业的就业状况，用人单位对人才知识结构要求及 

往届毕业生存在的问题等信息，从而使学生明确学 

习目标，产生学习动力，促使他们做好个人的职业规 

划。在就业问题上，用人单位最有发言权，也更令学 

生信服。采用这种方式，远比聘请专家教授来对学 

生讲学习的重要性更加具体生动。 

2．改革传统的学生成绩评定办法和考试制度， 

创建一个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环境。传统的考 

试方法和成绩评定制度不仅手段单一。而且很难准 

确衡量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水平，易滋生学生 

“平时抄笔记、考前背笔记、考试默笔记”的学习方 

法和厌学情绪的产生，最后学习成绩的高低反映的 

是学生记忆力的高低，而不是学习能力的高低。考 

试方式应结合课程具体情况，采取多样化手段，如可 

采用撰写专题报告、学生专题演讲、学生专题辩论赛 

等方式，既加深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又调动他们学习 

的积极性、主动性，还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及独立解 

决问题的能力。 

3．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提高实践性教学环节的 

质量。多数高校的工程管理专业安排有生产实习和 

认识实习两大教学实践环节，但由于存在实习经费 

紧张的问题，实习环节被无限压缩，一些高校的实习 

成了“放羊式”实习，学生从实习中很难有收获。相 

比与其他专业而言，实习环节对工程管理专业学生 

显得更为重要，没有好的实践做基础，后续课程如工 

程管理、工程计量很难达到理想效果。因此我们认 

为高校一方面可采取产学研相结合，增加实习基地 

的数量；另一方面应把对学生实习质量考察摆在一 

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可采用下列措施提高学生实习 

效果：(1)在实习前就告诉学生，实习成绩将计入综合 

考评。(2)细化实习成绩等级评定。(3)改革撰写实习 

总结的考核方式，采取口试加实际动手操作方式。 

4．构建学生创新实践平台，促进创新基地建设。 

创新教育是教育部积极倡导的教育理念。工程管理 

专业的学生创新教育可采取以下几种形式：(1)组织 

工程管理专业论坛。该论坛既可采用撰写论文方 

式，也可采用聘请校内外专家、用人单位负责人讲座 

等形式。(2)开展与工程管理领域相关的调研。我国 

地域辽阔，地区经济文化差异很大，与工程管理领域 

相关的实践问题很多，通过进行市场调查研究，既可 

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又可达到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的目的。(3)让学生参与有关教师的科研工 

作。 

5．构建学生对所学课程体系与职业资格认证考 

试知识体系相互了解的平台。这个平台可有效解决 

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相关专业课教师可在授 

课过程中结合职业资格考试内容对课程内容适当拓 

展，或采用举办讲座的方式介绍各种职业资格考试 

的情况。 

总之。面向新世纪的挑战，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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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亟待改革，我们从目前工程管理人才培养的实际 

问题出发，分别从专业培养目标、教师和学生3个层 

面探讨了新形势下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及应采取 

的具体措施，希望能为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提供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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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s．Then the paper approaches the training mode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tudents from three angles：deft- 

ning the training aim；improving the teacher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modes． 

Key words：construction management；comprehen~ve quMi~；training modes 

- 62·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