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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重庆市永川职业教育中心是国家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立项建设的第

三批 ３４２ 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之一。 为了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
划的意见（教职成〔２０１０〕９ 号），通过对建筑工程施工专业人才需求与课程改革进行调研，
对施工员、预算员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进行分析，结合本专业现状，形成了校企联动
“４１２”人才培养模式。 建筑工程施工专业立足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满足企业人才需求。
与行业企业紧密合作，践行工学交替、订单培养、顶岗实习、校企共建实训基地等多元化的
合作模式，进一步提高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在编写过程中，张安彬负责全书统稿，侯庆、彭树娟、李正波负责全书校对工作。 本书

包括六个部分，其中枟建筑工程施工专业人才需求与专业课程改革调研报告枠由张安彬、
邓白钰执笔；建筑工程施工专业课程体系、建筑工程施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张安彬、彭
树娟执笔；情境化教学模式改革实施方案由李正波执笔；建筑制图与识图课程标准由杨雪
梅、邓文静执笔；建筑力学与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施工技术与机械课程标准由侯庆执笔；
建筑工程测量课程标准由侯庆、张绍奎、余泽波执笔；建筑工程造价课程标准由梁平山、刘
世维、邓白钰执笔。
通过对重庆、深圳、广州等 １１ 家建筑企业及 ２１ 所同类学校的调研分析，形成了建筑

工程施工专业人才需求与专业课程改革调研报告，明确了本专业的发展方向及定位，提出
了专业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结合建筑工程施工专业人才需求与专业课程改革调研报告，
组织专家对施工员、预算员的工作任务、工作职责及要求进行分析，形成了施工员、预算员
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报告，为下一步专业改革明确了方向。 为了完成施工员、预
算员典型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培养，架构了以能力为导向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制订了 ６ 门
课程标准，编写了 ３ 门以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理实一体化教材。 为了更好地落实培养目
标，在教学过程中，积极探索情境化教学模式改革。 总结以上成果，形成了本专业的人才
培养方案，为本专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以上报告和方案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重庆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国家

中职示范学校建设专家向才毅、重庆教育科学院职成所副所长谭绍华、重庆厦坤建设（集
团）公司总经理龙裔云、重庆大学教授刘星、重庆工商学校调研员刘钦平等专家的精心指
导与培训，得到了重庆市永川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重庆市永川区房地产协会的大力
帮助。 特别感谢的合作企业及学校有重庆隆西建设（集团）公司、重庆渝永建设（集团）公
司、重庆旭光建设工程公司、广联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工商学校、重庆渝北职教中心、重
庆龙门浩职业中学等。
由于本方案的编制和实践时间较短，运行的过程中难免出现预想不到的情况，我们将

在以后的实施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编　者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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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背景

本专业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专业理论及专业技能为
目标，为社会培养“德技”双馨中级技能人才。 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与施工技术、项
目管理、工程造价等相关领域的不断更新，社会（如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建筑
安装企业、建筑咨询公司等）对建筑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
求也不断提高。 另外，近几年本专业就读的学生人数暴涨，新开办本专业的学校也快速增
加，这一切引发了我们对本专业今后发展的思考。 本专业开办于 １９８０ 年，也是重庆市建
筑类培训机构二级资质单位，虽然办学历史悠久，但人才培养质量还不尽理想，在课程体
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实训设备配置、校企深度合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
问题。

二、调研目的

通过不断调研，想收集一些数据，破解一些困惑，明确一些方向。
收集近三年统计年鉴有关建筑业的相关数据、建筑行业协会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对建筑业发展与人才需求的相关数据、市内及市外部分建筑企业的规模、用工需求及用
工标准、市内外部分学校该专业的办学情况、本校多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发展趋向。
破解本专业发展取向、人才培养标准、人才培养方法、课程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

教学资源开发、实训设备配置、校企深度合作等办学中的困惑。
明确专业发展方向、人才培养定位、人才培养措施、课程体系建设、教学资源配置、校

企合作措施等。

三、调研方式

为了使建筑工程施工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凸现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实践性，达
到与用人单位需求无缝对接，本次调研深入与本专业联系较为紧密的人社局、建委、行业
协会、企业、建筑公司、职业院校等单位沟通访谈，从宏观上把握行业、用人单位的人才需
求及职业学校人才培养的现状。 把握建筑行业的真实情况和最新动态，了解社会对建筑
工程施工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尤其是对三年制中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人才的
需求情况，对从业人员素质、能力结构的需求变化，尤其是一线施工技术人员的具体要求，
为本专业的改革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调研内容

行业需求调研，包括行业发展趋势、人才结构现状、人才需求状况、从业人员知识及能
力的要求、相应的职业资格等；专业现状调研，包括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在校学生学习现状
及学习需求、专业教师能力现状及发展需求、毕业生就业去向及对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建
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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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方式

（１）问卷调查法：设计本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的调查问卷，通过邮寄或上访的途径，
由建筑主管部门和企业有关人员填写，听取意见，收集信息。

（２）座谈调查法：制订行业企业人员访谈提纲，请行业企业代表就调查主题进行研究
讨论、发表意见。

（３）文献调查法：通过查找相关专业性的年鉴、报刊、杂志、书籍资料，获取可靠、准确
的信息资料。

（４）网上调查法：通过班级网络通信群发布调查问卷或调查表，让有关人员通过网络
填写问卷或表格，收集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利用网络搜集大量的第二手资料。
另外，还采用了电话访谈法。

（三）调研范围及对象

（１）从涉及的单位来看：有重庆市永川区人社局、重庆市永川区建委、行业协会、重庆
市内外的建筑企业及同类中职学校。

（２）从涉及的人员来看：有人社局干部、建委领导、行业协会领导、一线的施工技术人
员（施工员、技术员、监理员）、中层管理人员（项目经理、监理工程师）、部分高层决策人员
（总监、总经理）等；有建筑工程施工专业的专业部长、一线教师、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在校
学生、毕业学生等。

（四）调研过程

方案制订———信息采集———信息归纳———信息分析———改革建议———撰写初稿———
专家论证———定稿。

（五）数据采集

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重庆市统计数据、问卷调查数据和行业企业人员访谈数据。
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企业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等。
本次行业企业调研采用了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了重庆市内 ８

家建筑企业和市外 ４家建筑企业，每家企业发放调查问卷 １０ 份（分别调查了企业管理层、
一线生产管理技术人员）；第二种是深入人社局、建委、行业协会、企业进行访谈；第三种是
采用电话访谈和网络交流。 表 １唱１为调研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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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同类学校调研，共调研了 ２１所市内外的中职学校。 在调研过程中分成了三个板
块进行，一是学生学情调研，二是专业教师能力现状及发展需求调研，三是专业总体办学
情况调研。 采用四种形式，一是采用问卷调查法，二是深入学校进行访谈，三是参观考察，
四是采用电话和网络交流。
通过调研，我们掌握了目前中职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对应企业的人才需求，以及中职学

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的发展现状。

四、行业需求调研

（一）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１．全国建筑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十一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为

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工程建设成就辉煌。 “十一五”期间，建筑业完成了一系列设计理念超前、结构造型

复杂、科技含量高、使用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令世界瞩目的重大工程；完成了上百亿平方
米的住宅建筑，为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作出了突出贡献。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不断加强。 “十一五”期间，建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 ６％左右，根据枟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枠记载，建筑业占ＧＤＰ的
比重为 ６．５８％，居制造业、农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之后，位列第五。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基本
建设规模仍将持续增长，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建筑业“走出去”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十二五”时期仍然是建筑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与此同时，建筑业也面临高、大、
难、新工程增加，各类业主对设计、建造水平和服务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节能减排外部约
束加大，高素质复合型、技能型人才不足，技术工人短缺，国内外建筑市场竞争加剧等严峻
挑战。
据专家预测，未来５０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 ７６％以上，城市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

献率将达到 ９５％以上。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加快推进，重庆乃至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仍将有一个较长的快速增长期。 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和中心城市的发展预示了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起飞，也预示了建筑业更广阔的市场即将到来。

２．重庆市建筑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２０１１ 年，建筑行业在国内“经济下行，通涨上行”背景下，重庆资质内建筑企业狠抓企

业管理和建筑工程质量，保持了建筑业平稳较快增长，建筑业总产值突破 ３ ０００ 亿元，我
市建筑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２０１１ 年，全市有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以下简称“总专包”）
建筑企业 ２ ４５９ 家，签订合同额总计 ５ ６３７．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６．１％，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３ ３２０．１９ 亿元，增长 ３１．０％，比上年提高 ０．６ 个百分点。 初步核算，实现建筑业增加值
８５２．３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８．９％，增速比上年提高 ４．４个百分点，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２０１２ 年重庆建筑业产值增速放缓。 全市建筑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和措施不断做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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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蛋糕”，促进企业规模持续扩大，主要生产指标保持平稳增长。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重庆建筑业稳步前行。 全市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企业（以下简称

“总专包”）完成建筑业总产值 １ ８８９．８５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３％，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０．３个
百分点，建筑业发展态势平稳。 企业签订合同额保持 ２０％的高位增长，夯实了企业发展
后劲，为全市建筑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按照城镇化发展规律，未来 ５ ～１０ 年，我市城镇化仍将处于持续较快发展期。 随着统

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推进，未来我市将出现四大城镇集群，分别是以江津、合川、永川为支
撑的渝西城镇群，以涪陵、长寿为支撑的重庆中部城镇群，由万州带动的渝东北城镇群和
由黔江带动的渝东南城镇群。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市将建设与城镇化发展格局相适应
的综合交通网络，统筹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线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十二五”时期是重庆建设长江中上游金融中心、内陆开放高地和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和房地产开发等加速推进，这些都为建筑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巨大的发展前景。

３．行业人力资源需求
在对企业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中我们有这样的问题：贵单位招聘技术人员时，更愿意

从哪类学校中选择？ 答案见表 １唱２。
表 １唱２　问题答案

答案选项 选中数 所占比例／％

Ａ中职 ２ g１５  ．４％

Ｂ普通高中 ０ g０ O

Ｃ高职、高专 ５ g３８  ．５％

Ｄ本科及以上院校 ６ g４６  ．１％

从上表可以看出企业在招聘技术人员时，更愿意从高职高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中选
择。 但从企业管理人员问卷答卷上来看，企业愿意接收中职毕业生进入企业，纳入其施工
员、预算员等技术人员培养队伍，在培养方式上，大多是首先将其放在一线岗位上进行锻炼。
另外，建筑施工企业在技术工人这一块的需求缺口较大，大多数企业很欢迎中职学校

毕业生加入企业技术工人的队伍。 因为，他们和其他从业人员相比，有一定的建筑专业知
识，懂得基本规范，上手快，效率高。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我们对建筑企业的领导、管理层人员的学历结构进行分析，得出

了这样的结论：
领导层以本科学历为主（其中有相当部分初始学历为中专，工作后经在职学习获得学

历提升）。
中层干部学历结构中，仍以本科学历为主（其中有相当部分初始学历为中专，工作后

经在职学习获得学历提升），但专科和中专学历人员也占一定比例。 其中中专学历的中层
干部通常是早期毕业的中专生。
基层技术人员的学历结构，以大专学历为主，本科学历也占一定比例。 这其中接近一

半的技术员的初始学历为中专、中职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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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中职学历的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学生在接受行业挑选时，可采用“进可攻、退
可守”的战略方式。 遇到好的机会，能迅速进入技术员等管理人才岗位，机遇不好，可以夯
实基础，提高能力，寻找机会从技术工人做起。

（二）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２００２ 年建筑业正式职工人数为 ７７０ 万左右，而行业就业人员则达到 ３ ８９３ 万人，也就
是说建筑业非正式的工人数达到 ３ １３６ 万人；到 ２００９ 年建筑业正式职工人数为 １ １７７．５
万左右，行业就业人员达到 ３ ５９７．３５ 万人，即非正式的工人数达到 ２ ４９１．８５ 万人，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建筑业从业人员达到 ４ １８０．８ 万人。

在这庞大的从业人群背后，技术人员比例严重偏低。 在我国建筑业正式职工中仅有
２０％的技术人员，是排名第一的教育业的 １／４。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
从事着建筑业的生产劳动，所以从业人员人数远远多于正式在职职工。 目前建筑业的就
业人员，是正式职工人数的五倍左右。 按实际从业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建筑业的技术人
员比率只为 ４．６％，仅高于农林牧渔业、居民服务业、批发零售餐饮业 ３ 个行业，排名倒数
第四。 因此，建筑业技术人员比例有待提高。

（三）专业对应岗位分析

通过对建筑领域相关单位的调查和走访，我们对建筑领域人才需求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并征求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专家的建议，整合出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岗
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如图 １唱１所示。

图 １唱１　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岗位（群）分析图

从收集回来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在土建施工企业中需要人员从事项目组织、质量控
制、材料检测、质量验收、施工安全、工程造价、工程监理等工作，主要岗位是施工员、预算
员、安全员、质检员、资料员，相关岗位为建筑工程现场监理员等。
中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毕业生适应的职业岗位为生产操作和生产一线的技

术管理等。 但生产操作岗位为劳动密集型岗位，发展空间受限，不是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毕
业生的长期理想选择。 所以中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岗位定位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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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一线的技术管理职位。 而在生产一线诸多技术管理职位中，目前行业最为欠缺的是施
工员、预算员（特别是水电造价方向的）和安全员。

（四）专业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分析

由中职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对应的职业岗位群所知，该专业所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有
两类：一类是职业资格证书，即一线生产操作岗位应具备的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如架子工、
木工、钢筋工、砌筑工等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另一类是执业资格证书，即生产一线的技术管
理岗位应具备的资格证书，即建筑“七大员”资格证。
社会认可度高、对学生就业帮助大的建筑“七大员”证书及与之对应的职业岗位如图

１唱２所示。

图 １唱２　建筑“七大员”证书与之对应的职业岗位

这些岗位一般要求应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以便满足今后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 调查表明，建筑企业最为看重的是员工的实际工作能力和职业道德，对初始
学历要求并不高。 中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优秀毕业生之所以在企业中比较受欢
迎，是因为他们毕业时一般已经考取了施工员、预算员、安全员等执业岗位证书，毕业后即
可上岗工作，缩短或省去了企业对他们进行的再培训时间，节约了人才培养的费用。 二是
此类人员相对稳定，他们起点低，拼劲足，接受能力强，有可持续发展能力，能通过自学或
继续教育，考取建造师、监理工程师等国家执业资格证书，今后具备较大的上升空间。

（五）专业人才招聘渠道分析

在人社局调研得知，建筑专业人才招聘渠道主要有人才市场（建筑专场招聘会）、报
纸广告、网络招聘、熟人介绍和自行张贴广告、猎头公司等，当然猎头公司所涉及的人才是
建筑类高级人才（如项目经理、总监等），在这里就不作分析。
在对企业技术人员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您就业的主要途径是什么？ 答案

见表 １唱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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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唱３　问题答案

答案选项 选中数 所占比例／％

Ａ学校推荐 ７ g６ "．１

Ｂ熟人介绍 ６９ ~６０ 8．５

Ｃ参与社会招聘 ３６ ~３１ 8．６

Ｄ参与企业到学校招聘 ２ g１ "．８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不难看出，在所列出的 ４种招聘途径中，通过熟人介绍进入建筑行
业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社会招聘。 另外，通过我们对学校本专业毕业生的走访调查，也得
到了与此相同的答案。 究其原因，是因为建筑行业对实践经验的倚重，熟人对新入职员工
的能力比较熟悉。 另外，如果是同公司的熟人介绍，在新员工入职后的传帮带中更易发挥
作用。

五、专业现状调研

（一）总体办学情况

１．专业点分布情况（全市）
根据重庆市教委出版的招生手册，经统计全市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１７９ 所，其中有

２８个学校开设有相同专业，占 １５．６％，另有 ４所学校开设有相近专业；全市各级重点中职
学校有 ９０所，有 ２４ 所学校开设有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占 ２６．７％。
全市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共 ３０ 所。 其中开设有相同及相近专业的

有 １１所（１０所学校开设有建筑工程施工专业，１所学校开设了建筑装饰专业），占３６．７％，
这些学校分布在不同区县（渝北区、渝中区、江津区、开县、永川区、荣昌县、大足区、南川
区、云阳县），主要集中在渝西片区（７ 个）；其中将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列为重点建设专业的
学校有 ５所，占 １６．７％。

２．招生与就业岗位分布情况
近 ３个学年度我校及我市其他中职学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招生情况见表 １唱４ 和图

１唱３。
表 １唱４　近 ３年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招生情况

年度／年
在校生人数 招生数

本校 重庆 本校 重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４１２  ６ ８３２ ]２０９ e４ １５４ 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５７２  ８ ９９３ ]２５３ e５ ２４３ 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４９８  ９ ２２１ ]２０６ e５ ３７８ 构

相对其他专业，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对口率排名靠前，表 １唱５ 所示是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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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该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分布情况统计（每年级随机标本量为 ２０ 份）。

图 １唱３　我校及重庆市招生和在校生人数
表 １唱５　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分布

年度
建筑业

施工员 造价员 安全员 质检员 材料员 测量员 其他
其他行业

２０１１ 挝１５（７５％） ／
１

（５％）
／ ／

２
（１０％）

／
２

（１０％）

２０１２ 挝１０（５０％）
２

（１０％）
／

１
（５％）

１
（５％）

２
（１０％）

１
（５％）

３
（１５％）

２０１３ 挝１１（５５％） ／
１

（５％）
／

１
（５％）

６
（３０％）

／
１

（５％）

通过上表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本校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毕业生就业对口率都在 ８５％
以上，在从事建筑业的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都在施工员岗位工作，人数居第二位的是
测量员。 在与企业管理人员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很多公司在培养新进毕业生时会首先
把员工安排到测量员岗位进行学习和锻炼，这样的安排能为员工的职业能力构建和职业
生涯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也为我们学校的专业课程建设指明了一个方向，要重视建
筑工程测量课程的开设。
另外，从对 ２０１１ 年以前的毕业生所做的 ６２ 份问卷中可以看到，其中 ２７ 人现在的工

作岗位为项目经理及以上，预算员 １２人，施工员 １４ 人，工程部技术人员 ７ 人，其他 ２ 人岗
位为建筑企业其他岗位。

３．专业发展状况
为了了解同类学校本专业的专业师资和设备情况，建筑工程施工专业项目建设小组

先后走访了重庆工商学校、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重庆市荣昌职业教育中心、重庆市
大足职业教育中心、重庆市南川隆化职业中学等 ２１ 所中职学校，发放了两类调查问卷
（枟中等职业学校同类专业调研表枠２１份、枟中等职业学校建筑专业教师能力现状及发展需
求问卷调查枠１０５ 份）。

枟中等职业学校同类专业调研表枠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１）该专业的校企合作在各校都有一定基础，但合作还不够密切。
（２）各学校专业教师人数随着近年来招生人数的攀升呈现出一定的缺口，与其他专

业相比，具备中级职称的教师人数不足。

０１



（３）大部分学校校内实习实训设备较为简陋，不能很好地满足教学需求。
（４）课程设置还不够合理，文化课、专业课比例有待调节。
（５）部分学校因为设备的原因，大多数教师教学手段较单一，信息化程度不高。
（６）学科带头人后续培养脱节。
（７）学生学习过程评价被忽视，重知识与技能，轻品德考核。
枟中等职业学校建筑专业教师能力现状及发展需求问卷调查枠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１）专业课教师学历都为本科及以上，大部分教师所学专业为建筑相关专业，专业对

口率为 ８０％，９２％以上教师具有行业职业资格证书。
（２）专业课教师周课程数较多，平均课时量在 １６ 节左右（不计晚辅导），最高课时为

每周 ２４节。
（３）大多数教师在学生质量评价环节采用的是综合评价方式，在教学质量评价环节

接受的是学校评价方式。
（４）大多数教师都有参加校企合作和企业实践，但合作深度和实践时间都有待提高。
（５）大多数教师的授课内容都来自教科书，部分来自自编自备，专业部资源库建设滞

后。 极少数教师参与过教材编写。
（６）绝大多数教师对专业能力的发展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的诉求主要集中

在知识结构的更新、完善和专业技能的学习、提高两个方面。 在公共基础知识领域，很多
教师的学习需求集中在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及应用等方面。 在专业基础知识领域，教
师的学习需求集中在建筑构造、建筑结构、施工技术与机械、建设工程相关法律法规等方
面。 在专业技能领域，大家更迫切需要的是主要技能如施工员岗位能力、预算员岗位能力
的学习而不是砌筑工、抹灰工等基础技能的学习。 另外，教师们都很注重教育教学能力的
发展，特别是教育管理能力的发展。
多数老师认为建筑工程施工专业教师接受培训的最佳形式是到培训机构培训和校本

培训。

（二）学生学情状况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类专业在校学生，调查学校 ２１ 个，调查学
生总人数为 １ ２２５ 人。 其中本校学生 ２３８ 人，市内其他学校学生 ８６９ 人，市外学校学生
１１８人。

调查结果与分析如下：
（１）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因为有一技之长，实用性强，未来好就业以及本专业是学校的

优势专业而选择就读建筑工程类专业。
（２）绝大部分学生认为影响自己学习成绩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教学内容枯燥、陈旧以

及学风、班风不好。
（３）绝大部分学生上课的情况出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上课听课做笔记，一部分人上

课玩手机、打游戏、看小说以及睡觉。
（４）绝大部分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注意概念的讲解、知识之间的联系、老师分析和处理

问题的方法。
（５）对于实训课，绝大部分学生喜欢上实训课，并且希望把理论融入实践，做中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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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做。
（６）绝大部分学生能够独立认真完成作业，但也有相当部分学生是自己做与抄袭别

人作业相结合完成作业。
（７）对于本专业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人希望在本市内就业，理想工资在 ３ ０００ ～

６ ０００元，并且愿意选择建筑行业就业。

六、调研结果分析

经历了近半年的人社局调研、建委调研、建筑行业协会调研、建筑施工企业调研、监理
单位调研、同类学校调研、毕业生调研等，分析各类问卷及访谈记录，发现普遍存在以下
１０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筑类人才需求量大，求大于供

建筑英才网运营总监韩智表示：“房地产行业的招聘需求增速放缓了，但是建筑人才
的需求在其他项目的带动下，保持了稳定增长，工程施工、预算类岗位人才缺口依然较
大。”据建筑英才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中国建筑行业的用人需求还是比较
旺盛。 其中工程施工领域的人才需求增长远高于平均水平，前两个季度的招聘需求较去
年同期上涨了 ２８．２％。 汇博人才网数据显示，在重庆，地产／建筑、ＩＴ／互联网、教育／培训、
消费、汽车／机械行业为人才需求量最大的 ５个行业。 地产行业在今年受到了市场环境不
小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在用人需求上依然处于强势地位，是年度人才需求量最大的行业，
目前仍具有很大的人才缺口。 据统计结果表明：建筑工程施工专业中职毕业生需求很大，
在调研的企业中施工专业毕业生平均需求 ４８ 人，暖通空调专业 １５ 人，造价专业 ５．８ 人，
装饰专业 ５人，其他专业也有少量的需求。

（二）人才培养与企业期望不对称

学校对人才的培养是基于学校对社会、对企业、对学生的理想需求而进行的，更多体
现一种社会责任，对学生的培养较为全面而不够专业。 而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是：员工具有
团结协作的精神，能吃苦耐劳，能够独立完成企业交办的工作任务。

（三）学生能力未达到预期目标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为：为建筑行业培养“一品三会” （良好的人品、会识图制图、会工
程测量、会施工管理）的中级技能人才，以土建施工员（以下统称施工员）岗位能力培养为
核心，拓展预算员、安全员、质检员、资料员岗位能力。 但是由于学校评价机制不健全，学
生的质量没有达到设定的标准。

（四）课程体系未能实现能力培养

课程体系每年都在进行改革，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学科为导向的课程体系，也没有
很好地与学生能力的培养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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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内容与技术更新不同步

国家规划教材不能与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结合起来，而校本教材开发的力
度又不够。

（六）教师培养与技术发展不同步

教师的能力主要包括教学能力及专业能力，教师专业能力的提高主要依托企业实践
和行业培训，由于本专业的专业课教师的教学任务较重，所以要使专业课教师全面参与社
会实践和行业培训较为困难。

（七）教学手段单一，教学资源较少

传统的教学方法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且教学质量也不高，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不
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八）实训条件未能满足教学需求

生动而又高效的教学方法离不开与之配套的实训环境，目前学校的实习实训场所非
常有限。

（九）本专业学生的考证路不通畅

本专业的学生更多希望能够考取建筑“七大员”证，但是根据建委规定，未满 １８ 周岁
的公民不能报名参加考试。 现在只能考取人社局组织的建筑操作工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而学校目前还不具备单独设置考场的能力。

（十）校企合作还停留在较浅层面

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不够深入，很多企业与学校的合作仅仅是学生择业的合作，企业为
学校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的机会；而学生的培养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社会的责任，
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中职学校的人才培养。

七、专业改革建议

通过各类调研，结合示范校建设方案和任务书，对本专业今后的建设和进一步的发展
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

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１）将本专业的培养方向拓展为两个方向，即建筑工程施工方向和建筑工程造价

方向。
（２）积极探索“校企联动 ４１２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在学校实施“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顶岗实习”的大模式下，探索校企联动“４１２”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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