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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为例，论述了教育国际化对传统专业教学的影响。介绍了本专业教学 

改革的外延与内涵变化，研究了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在专业方向、课程教学、人才培养方法、就业等方面的定 

位要求和改革措施。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学习发达国家的思维方法和目前的发展趋势，准确进行专业定位，能够有 

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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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 

流格局，不仅表现在经济、贸易、市场准入方面，更重 

要的是体现在包括文化、教育、科技在内的整个思想 

观念系统的全面开放[1】。“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已成为国人的共识，而高等教育国 

际化(专业定位、人才培养模式、学术交流等)已成为 

办好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这种变化对于我们吸纳 

和总结国际先进的教育经验和模式，培养适应国际 

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优秀人才，以及迅速提高科技水 

平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前，为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等教育办学 

水平评估的要求，同时也为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 

要求，各高校启动了新一轮的高教改革。高等教育 

的改革，其中核心问题是教学方面改革。把教学改 

革确立为高校整体改革的核心环节，充分体现了教 

育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高校管理理念[2】。高校 

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办学方式、人才培养、专业 

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等很多方面。专业定位是改善 

教学模式和进行教学改革的基础之一，也是教学改 

革是否成功的基石。本文以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 

业为例，论述了教育国际化产生的背景与发展，以及 

对传统专业教学的影响。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和地 

方特色的不同，介绍了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学 

科改革的外延与内涵变化。研究了建筑环境与设备 

工程专业在教学、人才培养、素质教育、就业等方面 

在新形势下的定位要求和改革措施。 

一

、教育国际化的兴起与对本专业的影响 

教育国际化就是教育、教学资源在国际间进行 

配置，教育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当前，高等教育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世界各国在教育领域相互 

影响、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各国教 

育的繁荣和发展。尽管人们对教育国际化还是本土 

化争论不休【3】【引，但毫无疑问的是，教育国际化正越 

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与关注。各国在人才培养 目 

标、教育内容的选择以及教育手段和方法的采用等 

方面进行改革和研究，以适应本国、本土化的要求和 

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势[5j。目前，世 

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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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用教师和学生的国际化程度来评价办学的水平； 

把发展远程教学、建立跨国大学作为发展战略；把加 

强教学、科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高校的重要任 

务；把大学作为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和吸收世界文化 

精华的重要窗口和渠道等等。教育国际化对发展中 

国家也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很多发展中国家希 

望能借教育国际化平台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人才，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因此， 

发展中国家普遍加强了高等教育的国际间交流与合 

作，并积极推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借助发达国家的 

教育理念、管理模式、教学经验为本国的高等教育注 

入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教育国际化既是社会的需 

求，同时又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教育国际化，需要 

我们走出校门、国门，通过参观、访问和合作办学和 

研究，借鉴、学习国外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的优势。 

高等教育国际化包含着各国留学生在国际范围 

内的双向或多向流动，但这还仅仅是形式层面的。 

在内容层面，高等教育国际化更重要的体现为各国 

和各地区的高等教育在办学理念、专业定位、运行机 

制、管理方式、教学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的沟通、交汇 

与整合，以及教学资源的共享等。教育国际化的本 

质是思想、信息和知识共享，只有思想、信息与知识 

共享才能优化配置本国的教育资源和要素。 

如果说教育国际化对传统的教育、教学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那么，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教育思想和教 

学思维方面的冲击，其次才是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等方面的影响。只有教育观念国际化，才有可能人 

才培养标准国际化。教育国际化将使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思维、视野等方面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这是 

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育理念所无法具有的。首先， 

教育国际化对专业定位课程设置产生了影响。人类 

面临着诸如能源、环境、民族等共同问题，这是国界 

所无法划清的，也并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可以单 

独解决这些问题的。教育国际化使得在我们在专业 

定位和课程设置上都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如与建 

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相关的臭氧层破坏、节能问 

题、室内环境和健康问题等，其重要性已经超越了我 

国长期以来定义的建筑空间、结构、设备等传统技术 

问题。对于具体的专业，专业方向和培养方案成为 

教育国际化的第一个问题；其次，教育国际化对教学 

计划教材建设产生了影响，教学计划和教材承担着 

将专业方向和培养方案贯彻到教学中的重任；再次， 

教育国际化对教学手段施加影响。当前，教育信息 

化伴随教育国际化迅速发展，网络技术对教育产生 

了革命性影响，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导致教育技术 

基础的变革、教育手段和方式的变革、教学过程和教 

学环境的变革。教育国际化将使教育市场、教育模 

式、教学资源等方面依靠现代科技(如互联网)延伸 

到其他国家。 

二、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外延与内涵变化 

自从 1998年教育部把本专业名称从“供热、通 

风与空调工程”(俗称暖通空调)改为建筑环境与设 

备工程以来，这个专业的外延与内涵发生了根本的 

变化。专业范围从以前的暖通空调设备扩展到建筑 

设备(建筑暖通空调、给排水、部分电气自动化)、燃 

气工程、建筑环境三方面的内容。建筑环境与设备 

工程本科专业是土木建筑类 5个本科专业之一；对 

应的学科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是跨越土木 

工程、建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 

物理4个一级学科的1个交叉性二级学科。建筑环 

境与设备工程专业以工程热力学、传热学、流体力学 

和建筑环境学为基础，主要通过建筑设备系统解决 

建筑中的环境问题，涉及建筑能源消耗问题。而这 

个变化正是基于国际潮流和国外先进的教学和人才 

培养模式。 

以前的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比较窄的，只是 

建筑设备一个方面。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 

活水平的提高，全球对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健 

康问题的关注，要求本专业培养的合格人才不仅是 

设备工程师，还要求他们具有仅利用最少的能源消 

耗，为人类营造良好的室内环境的能力。因此，调整 

专业名称和培养目标后，本专业的外延是应该成为 

绿色建筑技术方面的主要倡导者、良好室内环境的 

主要技术实现者，在建筑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本专业 

在土木建筑类专业中应该起到比传统的“设备工种” 

大得多的作用。本专业的合格毕业生必须做到通过 

他们的工作，保证良好的建筑环境和人员安全、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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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提供生活便利并节省建筑能耗。如果说高等教育 

的基本任务是为社会、国家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_7】， 

那么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本专业的内涵则是 

如何培养具有国际思维、国际视野、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人才，更具体一点讲，不仅应该具有建筑设备系统 

的设计施工方面的系统知识，还应该具有建筑能源 

和环境规划和设计的能力。能源与环境问题，是全 

球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头号问题之一。特别是近年 

来，可持续教育正成为世界各国的共性和共识，这是 

国界所无法划清的，也并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可 

以单独解决的。这也是本专业教育国际化的一个背 

景和基石。 

三、专业定位 

一 个学科、专业要取得迅速的发展，必须既符合 

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 

要符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本项 

目经过3年的研究和实践，对专业发展规律和人才 

培养的需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在教 

育、教学改革过程中，通过建立专业国际合作平台、 

国内交流平台和校内人才培养平台，确定了本专业 

的定位和教学改革的框架，提出了国际和国内、教学 

和科研、理论和实践、本科生和研究生、素质和专业 

“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的国际化定位是本 

专业的定位之一。 

(一)专业方向定位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新专业名称起用后，教学 

和人才培养的规格(宽度和广度)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按照新的专业目录，我们重新组织修订了培养 

方案和教学计划。但在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感受 

到刚刚完成的修订，还是不能满足国际化和现代化 

队本专业的要求，所以，正在通过大量的国际合作和 

调查研究，酝酿新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目前，发达国家本专业的趋势是与建筑学专业 

结合越来越紧密，事实上是建筑环境的主动式和被 

动式调节手段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国外的建筑土木 

类专业的设计目标越来越重视建筑的节能和环境保 

护或者可持续发展性能，建筑(各个专业)设计人员 

通过共同的努力，保证设计的建筑物具有良好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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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性能。高等教育中学科专业设置，也有同 

样的发展趋势，如日本的京都大学，本专业按建筑学 

招生，到三年级才分为建筑学、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专业，两个专业的学生都需要掌握建筑空间和建筑 

能源环境设备方面的知识，只有在分专业后才更加 

深人。又如加拿大 Concordia大学的建筑工程专业， 

就包括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结构工程、工程管理、 

建筑技术等，学生要掌握有关建筑结构、设备和系统 

优化设计和匹配、建筑施工管理等知识，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宽口径；再如丹麦Aalborg大学设置了建筑学 

专业，但与大部分学校的建筑学专业不同的是，对学 

生的教育是建筑设计和建筑技术几乎并重，结果是 

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有 30％左右的就业方向是建 

筑技术包括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相关工作，70％左 

右是建筑设计相关工作，而且按这种培养模式出来 

的学生非常受到欢迎。美国 Nes国际化教育的核 

心，即国际化人才培养应该反应这些变化，这样才能 

与国际接轨。 

最近，我们正在通过大量发达国家本领域办学 

的特点的调查研究，对本专业外延和内涵的定位，重 

新考虑新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框架。该框架的 

最大特点是，在本专业涉及的建筑能源环境设备诸 

要素中，每一个要素都要通过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落到实处。简单地讲，作为建筑设备工程师，我们培 

养的学生需要掌握除暖通空调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外，还需要很好地将建筑给排水和建筑电气的知识 

和能力培养整合到我们的计划中，但又不能和现有 

的给水排水专业和建筑电气专业相同的模式；作为 

建筑能源工程师，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能够以掌握 

建筑能耗模拟的软件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建筑能源 

从被动式到主动式的设计与规划；作为建筑环境工 

程师，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以掌握建筑室内和区域 

环境模拟预测的软件和方法为基础，对包括从建筑 

室内环境到城市热岛直到建筑对全球环境影响的建 

筑环境问题进行规划和设计。 

(二)课程建设定位 

西方学者莫里斯·哈拉雷认为，课程国际化不仅 

包含外语训练和国际区域研究学科的发展过程，而 

且还包含把一般学科的“学科普遍化”过程。尽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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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国际化是否就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须内容人们 

还有很多争议n】，但毫无疑问的是，课程国际化已经 

成为实施课程内容和结构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 

国际型人才的主要手段。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求加大 

课程中的国际内容，设置与国际接轨的核心课程体 

系。按照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就要求教材、课程 

内容以及课程体系国际化。从课程建设的方面进行 

定位，我们已经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对某些核心课程加入大量的国际化因素 

和内容，即课程将有更多的国际通用性。如近年新 

开设了课程可持续建筑技术、室内空气品质、建筑节 

能新技术已包含有大量的国际化内容以及最新的科 

研成果与工程实践应用。这些新的课程能够跟踪和 

反映本学科的国际动态和最新的研究特点，受到学 

生的普遍欢迎。其中，作为教育国际化的尝试，目 

前，我校本专业开设了可持续建筑技术全校公选课， 

编著的《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英语》教材除具有 

传统的摘录专业文献的一般做法外，还把专业领域 

相关的组织机构、论文和实验报告撰写、文献检索的 

方法等，作为重要内容编进教材，事实上将该课程建 

成了国际化的专业导论。最近，正在编著《可持续建 

筑系列教材》，内容包括建筑、规划、结构、设备等专 

业，但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是最重要的内容之 

一

。 对于硕士生，则明确要考核阅读国际刊物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ASHRAE Transaction)){In． 

door Air}{ASHRAE Journa1))(Energy and Buildings))(In． 

temational Journal ofHeat and Mass TransferXSolar En． 

ergy)){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的能力，导师根据 

先进性、学术性或者是结合具体科研项目提出的关 

键性问题，经考核合格记学分。这些课程设置以及 

配合这些教材(期刊)的引用，实际上对于改变学生 

的知识架构以及提升他们的素质，缩短与世界一流 

大学的差距，加快国际化人才培养进程具有很大的 

促进作用。 

其次，为适应教育国际化趋势和国际交流需要。 

我们不定期聘请外籍教师为本专业学生用英语讲授 

课程，如2006年聘请一位美国教授在学校4周，为 

学生开设室内空气品质课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针对我国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分设英语 

课程的状态，通过改革，构建本一硕一博贯通的英语 

能力训练体系，包括通过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学术沙 

龙、科研课题和参与外籍教师课程和讨论，使部分基 

础较好的本科生从三年级开始，进入到英语听、说、 

读、写、译能力的训练和国际化科研能力的训练体系 

中，成为构建国际化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 

(三)人才培养方法定位 

日本著名教育理论家喜多村和之教授提出衡量 

大学实现国际化的3条标准是“通用性”、“交流性” 

和“开放性”，强调高等教育应当向3个方向发展，一 

是能够为他国、他民族所承认和接受；二是能够与外 

国进行流畅交流；三是能够充分地对外开放。主持 

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海外教授前来交流和讲学， 

开展教学科研方面的国际合作，派遣学生到国外(境 

外)进行短期的学习和培训，是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法 

国际化定位的主要措施。 

2001年以来，我校本专业主办的了3个国际学 

术会议，本科生和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参与会 

议筹备和组织，直接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这些学术 

会议除了学术交流对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外，为本 

专业搭建了国际合作的人才培养平台，并带来了后 

续的国际合作的发展，为本专业发展过程中突破所 

在地域限制打下了基础； 

21202年开始，本专业已经与加拿大 Concordia大 

学合作办学，共有60位同学进入项目，第一届已经 

于2OO6年6月获得学位； ． 

2004年通过自由竞争获得了欧盟资助的大型 

国际合作教学改革项目，该项目与丹麦、英国和印度 

的3所大学合作，开展建筑领域的可持续教育； 

1999年开始，本专业已经有7位在读研究生前 

往香港、丹麦等高校进行合作研究，其中部分研究生 

在本校修完 1年的课程以后，出国(境)进行长达 1 

年的研究工作，再回校参加毕业答辩。另外，作为教 

育国际化的实践，让本科生尽量接触国外的教育信 

息，帮助他们联系国外的教育机构，本专业的多名本 

科生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顺利地考取了国际知名 

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等。 

(四)社会服务与就业定位 

社会需求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动力。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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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和经济迅猛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及其 

建筑产业发展为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舞 

台。当然，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高等教育培养的人 

才质量和数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国际化为高 

等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提供了有利的机 

遇。因此，按照服务于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 

际化的时代要求，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适得其时 ]。当然，基于我国 

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的现实考虑，我们当前提社 

会服务和就业定位国际化，并不是为了都让我们的 

毕业生出国工作、出国留学或去国外做研究工作，但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待城市化和建筑领域的 

存在的问题和我们培养的学生的知识结构的认识， 

发达国家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我国政府和市场将会 

逐步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来管理和发展我国的 

城市化和建筑领域。所以，我们应该让学生受到具 

有国际化视野的教育，保证他们能够在未来的职业 

生涯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教育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 方面是国际化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模式，另一方面 

是国际化的知识和技能。 

我国的学生从小开始就接受的是“学知识”型的 

教育，欧美发达国家则就接受的是“作项目”型的教 

育。“学知识”型的教育不需要综合考虑做一件事情 

的时间、成本、效益和合作的思维方式以及工作模 

式，而“作项目”型的教育就是告诉学生如何综合考 

虑这些方面，最优化地完成一件事情。这方面的国 

际化，需要教师在对学生的言传身教中，一点一滴地 

改进学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可通过举办讲座、座 

谈、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学生交流，深入浅出地将这些 

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教给学生。另外，通 

过让学生自己组织工作的方式承担份课题，进入到 

教授的科研课题研究，通过这种方法，部分本科生在 

大三阶段就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如何“作项目”的思 

维方式和工作模式。 

在知识结构方面，目前国外许多公司已经开展 

了绿色建筑评价和咨询、建筑能耗分析诊断和能源 

规划、建筑环境模拟与规划等工作，这些工作成为建 

筑领域的高端技术，对建筑性能的提高具有很重要 

的作用。同时，从事这些工作的公司也有很好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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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效益。但在我国，建筑领域几乎还没有人才能够 

承担这三方面的工作。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改 

名以后，成为建筑领域最可能具备这方面知识的专 

业。我们认为，除了我国延续传统的专业划分，目前 

已经开始实施的注册设备工程师、注册监理师、注册 

造价师等培养方向外，本专业完全可能，也应该培养 

建筑能源工程师和建筑环境工程师，甚至绿色建筑 

集成工程师。为此，本专业在《可持续建筑系列教 

材》中，设有《集成化建筑设计》《建筑节能及其模拟 

技术》《建筑环境及其模拟技术》《可再生能源在建筑 

中的应用》等教材，目的主要在于培养建筑环境与设 

备工程专业学生在这些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四、成果检验 

我校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在经过课题组大 

量的调查研究后，按照以上的专业定位思考，获得了 

专业学科发展和人才需求的第一手资料，确定了专 

业改革和定位的方向，虽然目前还在起步阶段，但这 

些理念的初步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 

包括欧盟项目的申请成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 

际社会对我们改革方向的认同。 

专业学科整体实力在最近几年得到整合和提 

高，2003年，本学科本科教育评估获建设部顺利通 

过，同年，被确定为湖南省重点学科；2005年，本学 

科在湖南省重点学科验收评估中被评为优秀；研究 

生论文获得了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l篇，湖南省 

优秀硕士论文3篇；本专业本科生与建筑学专业学 

生一起做毕业设计，掌握了建筑节能和环境的模拟 

方法，并应用于建筑设计，掌握了绿色建筑评价方 

法，并在深圳等地的房产项目中承担实际工作；本科 

毕业生多人考上国内外知名院校的研究生，并获得 

广泛好评。这些结果初步显示，本专业定位和改革 

方向是对的，并且我们相信，假以时日，经过国内同 

行的深入研究和实践，这种基于国际化的定位将会 

取得较大的成功。 

五、结语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 

信息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此背景下，能否主 

http://www.cqvip.com


张国强，等：基于教育国际化的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定位探讨 

动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形势，对学科、专业、教学 

等进行准确的定位，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本文以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为例，结合湖南大 

学本专业的专业改革和学科建设舱 述了教育国际 

化对传统专业教学的影响，并介绍了本专业教学改 

革的外延与内涵变化。重点研究了建筑环境与设备 

工程专业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中，专业方向、教学计划 

与课程设置、教材、人才培养方法、社会服务与就业 

等方面的定位要求和改革措施。结果表明：研究学 

习发达国家的思维方法和目前的发展趋势，准确进 

行专业定位，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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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d：Accurate orientation of specialty and teaching is one 0fthe maintasks 0funivemity teaching reform at the bacl【g ofeduca- 

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The influ~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1"1 traditional specialty oDll墙e teaching，taking the speeiahy 0f built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erIgint ng specialty踞arI example，was p】D】)0I ．The extension aIld connotation ofthis specialtyw硇introduced． 

The orientation／~luircments and reform meas嗍 for specialty dirt~ OlrlS，o 璐e teaching，student training method and student c| r 0f the 

specialty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eqIli I m engineering w船 studi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eaching query and talent—cultivation hvel 

could be~ dvdy raised by study the advanced teaching methods 0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curr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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