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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进入 ２１ 世纪，高等职业教育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办学在全国呈现出点多面广的格局。
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我国已有 ６００ 多所院校开设了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在校生达到 ２８ 万

余人。 如何培养面向企业、面向社会的建筑工程技术技能型人才，是广大建筑工程技术专

业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作为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确定

的国家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专业，也被许多示范高职院校选为探索构建“工作过程系统化

的行动导向教学模式”课程体系建设的专业，这些都促进了该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发展，其
教育背景以及理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满足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重庆大学出版社在历经多年

深入高职高专院校调研基础上，组织编写了这套《高等职业教育建筑工程技术专业规划教

材》。 该系列教材由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泽教授担任

顾问，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李辉教授、吴明军教授分别担任总主编和执行总主编，以国家

级示范高职院校，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省级特色专业的院校为编著主

体，全国共 ２０ 多所高职高专院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骨干教师参与完成，极大地保障了教材

的品质。
系列教材精心设计该专业课程体系，共包含两大模块：通用的“公共模块”和各具特色

的“体系方向模块”。 公共模块包含专业基础课程、公共专业课程、实训课程三个小模块；
体系方向模块包括传统体系专业课程、教改体系专业课程两个小模块。 各院校可根据自身

教改和教学条件实际情况，选择组合各具特色的教学体系，即传统教学体系（公共模块＋传
统体系专业课）和教改教学体系（公共模块＋教改体系专业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课程体系及参考学时

模块

类型

课程

类型
课程名称

参考

学时
备　 注

公共

模块

专业

基础

课程

公共

专业

课程

实训

课程

（１０ 周）

建筑力学

建筑材料与检测

建筑识图与房屋构造

建筑结构

建筑 ＣＡＤ

建筑设备

建筑工程测量

建设工程监理

建设工程法规

合　 计

建筑抗震概论

建筑工程施工组织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工程经济学

合　 计

施工测量综合实训

建筑制图综合实训

建筑施工综合实训

施工管理综合实训

建筑工程资料管理综合实训

合　 计

２２０

６０

８０

１８０ 含结构施工图识读

４５

４０ 含水、电施工图识读

６０

４５

３０

７６０

４５

６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３５

３２０

２ 周 含地形测绘、施工放线

１ 周 含建筑物测绘

５ 周 含施工方案设计、预算、施工实操

１ 周
含造价确定，投标书编制，计算和审核

工程进度、产值

１ 周
含建筑工程资料填写、整理、归档，建
筑工程资料软件应用

１０ 周

体系

方向

模块

（二选

一）

传统

体系

专业

课程

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建筑施工技术

合　 计

６０

６０

２４０ 含高层建筑施工技术

３６０

续表

模块

类型

课程

类型
课程名称

参考

学时
备　 注

体系

方向

模块

（二选

一）

教改

体系

专业

课程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

钢结构工程施工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

屋面与防水工程施工

合　 计

８０ 含高层混凝土结构施工

５０

６０

７０ 含高层钢结构施工

６０

４０

３６０

本系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突出以下特色：
（１）依据《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中“高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教学标准”和“实训导则”编写，紧贴当前高职教育的教学改革要求。
（２）教材编写以项目教学为主导，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适应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的发展方向。
（３）教改教材的编写以实际工程项目或专门设计的教学项目为载体展开，突出“职业

工作的真实过程和职业能力的形成过程”，强调“理实”一体化。
（４）实训教材的编写突出职业教育实践性操作技能训练，强化本专业的基本技能的实

训力度，培养职业岗位需求的实际操作能力，为停课进行的实训专周教学服务。
（５）每本教材都有企业专家参与大纲审定、教材编写以及审稿等工作，确保教学内容

更贴近建筑工程实际。
我们相信，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将为高等职业教育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健康

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前　 言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高职土建

类专业建设中，加强实践技能教学是各高职院校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即培养学生从事生

产第一线操作的职业技能。 职业技能的培养，既需要通过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系的教学，也需

要专门的实践技能课程的教学。 施工综合实训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实

践性教学环节，是学生对所学的建筑施工等有关课程的内容进行深化、拓宽、综合训练的重要

阶段。 作为建筑施工技术课程的校内实践课和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实训环节，施工综合实训

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掌握建筑基本工种的操作要领、工艺流程和质量控制。
施工综合实训实践性强，专业分工细，各地做法有所不同。 在本书的编写上主要针对

施工员岗位要求，以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为目标，突出各工种操作技能训练，同时又兼顾

学生必须掌握的计算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旨在训练学生具备解决建筑施工技术问题以及

参与现场施工管理的初步能力。 因此本书也可作为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工种培训的教材。
由于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施工实训、实习有其自身的特点以及许多主观和客观的因素，

使得施工实训、实习的难度较大。 施工实训指导教材是指导学生完成施工实训、实习的重

要学习材料。 目前此类教材十分缺乏，给实训、实习学生带来不少困难，特别是在今后多采

取分散实习的条件下，实习学生更加需要这样的学习教材提供实习帮助，这无疑会对保障

和提高实习质量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书的特色是根据目前高等职业学校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施工实训教学大纲的基本要

求，针对施工实训、实习中应知应会的内容以及现场施工技术管理具体方面应注意的内容

加以说明和图解，有目的地帮助学生将课堂教学的内容与施工现场的实践结合起来，以补

充教学内容，从而提高学生对施工现场的认识，积累现场经验，收集有关资料，提高独立完

成任务的能力，顺利完成施工实训、实习任务。
本书的编写人员均为多年从事教学并具有丰富施工经验的教师，因此在编写的内容上

更符合实际，更具有操作性。 本书由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土木系万健、陈文元担任主编，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高建华、成都农业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冯昱燃担任副主编，林文剑、宋丹

露参与了教材的编写。 具体分工为：第 １ 章由成都农业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冯昱燃编写，第 ２
章由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宋丹露和林文剑编写，第 ３ 章、第 ４ 章、附录Ⅱ由四川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高建华编写，第 ５ 章、第 ６ 章、附录Ⅲ由万健编写，附录Ⅰ由陈文元编写，全书由四川建

筑职业技术学院吴明军教授主审。
本书是正确、顺利完成建筑施工实训、实习的学习用书。 书中既注重技术能力的形成

和技能服务，又不失理论支持。 本书与《建筑施工技术》《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教材互相

配合，互相补充。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不少文献资料，在此谨向所参考文献的作者们致以诚挚的

谢意。
建筑施工的内容十分丰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由于编者自身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

误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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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施工综合实训须知

　 　 为了贯彻执行各校教学质量管理方针及有关规定，保障施工综合实训的顺利进行和实

训人员的安全，切实履行学院、系部规定的实训指导教师与实训指导技师的工作职责，特制

定本工作细则，实训指导教师与实训指导技师必须严格执行。

１．１　 施工综合实训的目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各种结构的建筑如雨后春笋般矗立在祖国大江南北，因此要

求应用型人才掌握不同结构形式的施工。 本书通过砌体结构综合训练和钢筋混凝土结构

施工综合训练，掌握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体系的施工工艺、方法和程序，并且有独立组织完

成施工的能力，同时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具有熟练掌握施工质量验收的能力，完成相关内

业资料的编写。

１．２　 综合实训准备工作

１．２．１　 流程

领取实训工器具及劳动保护用品→测量放线→砌筑或搭设脚手架→模板支设→绑扎

钢筋→验收→拆除→清扫场地→完成砌体结构施工方案设计或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方案

设计。

１．２．２　 实训室准备

清扫场地→安排实训场地→准备足够工器具和劳动保护用品→安排实训指导技师→

检查实训设备及用电设备→做好安全保护措施→做好文明施工和安全施工警示牌。

１．２．３　 技术准备

①认真学习施工图纸和相关的规程、规范、标准图集，掌握本工程建筑、结构、安装的形

式和特点，明确各专业的设计要求和标准。

②认真进行图纸预审，为参加图纸会审做好准备。 图纸预审的内容是：

ａ．施工图纸是否完整齐全，施工图说明与其总说明内容是否相符。

ｂ．建筑施工图、结构施工图和设备安装施工图之间在尺寸、标高、轴线以及预留孔洞、

说明方面有无矛盾。

ｃ．各专业、各工种的施工图及其组成部分之间有无矛盾和错误。

ｄ．合理化的建议。

③针对砌体结构综合训练和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综合训练的特点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进行质量策划，编制工程质量计划，制订特殊工序、关键工序、重点工

序质量控制措施。

④认真做好工程测量方案的编制，做好测量仪器的校验工作，建立测量控制网，进行建

筑物的定位、放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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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进行混凝土、砂浆配合比的试拌、试配工作，对各种试验及检测设备进行检定和校

验；对拟采用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进行试验、检验和技术鉴定。

⑥绘制模板设计图，进行模板加工。

⑦制订质量和安全生产交底程序，编写各分部分项及各工种技术质量和安全生产交

底卡。

⑧组织专业人员编制施工图预算和材料大表。

⑨编制材料供应计划、劳动力进出场计划、机械设备需用量计划、构件计划。

⑩进行木工翻样，为编制模板计划提供依据；进行钢筋翻样，为钢筋制作作准备。

做好冬、雨季施工的特殊准备工作及工人的进场安全教育。

安全、环保、文明施工。 结合砌体结构综合训练和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综合训练的

施工特点，应对实训指导技师和实训人员进行安全知识的培训，从安全用电、高空作业、

“四口”防护、设备使用等方面提出安全生产的要求，以及施工现场的文明施工、环境保护

等方面的内容。

１．２．４　 材料准备

建筑施工所需的材料、构配件、机具设备品种多、数量大，能否保证按计划供应，对整个

施工过程举足轻重，否则将直接影响到工期、质量和成本。 因此，要将这项工作作为施工准

备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

１）材料准备

①根据施工方案中的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预算中的工料分析，编制工程所需材料用量

计划，作为备料、供料和确定仓库、堆场面积及组织运输的依据。

②根据材料需用量计划，做好材料的申请、订货和采购工作，使计划得到落实。

③组织材料按计划进场，并做好保管工作。

２）构配件及设备加工订货准备

①根据施工进度计划及施工预算所提供的各种构配件及设备数量，做好加工翻样工

作，并编制相应的需用量计划。

②根据需用计划，向有关厂家提出加工订货计划要求，并签订订货合同。

③组织构配件和设备进场计划，按施工平面布置图做好存放及保管工作。

３）施工机具准备

①根据施工方案中确定的施工方法，对施工机具配备的要求、数量以及施工进度安排，

编制施工机具需用量计划。

②拟由本企业内部负责解决的施工机具，应根据需用量计划组织落实，确保按期

供应。

１．３　 指导教师、指导技师工作细则与学生实训守则

１．３．１　 指导教师工作细则

１）岗位职责

①根据实训处的安排，认真完成教学实训和有关任务。
②认真贯彻教学实训大纲，执行实训计划，对规定的讲课内容、操作项目及实训时间不

得随意增减。
③认真讲解本工种实训操作规程及有关要求，为学生作业示范，坚持巡回指导，监督学

生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④认真做好学生的考勤、实训报告的批改和评分工作。
⑤负责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文明实训和安全生产的教育，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的各项

规章制度，确保师生的安全。
⑥负责本工种学生实训所用的材料、工具、刀具、量具等的准备和管理工作。
⑦经常保持设备完好清洁，做好设备的维修和保养，出现故障及时报修，确保设备的完

好率。
⑧定时打扫工作场所的环境卫生，各种物品堆放必须整洁有序。
⑨根据教学需要，及时做好教学仪器设备的申购工作。
⑩完成领导交给的其他任务。

２）工作要求

①必须做到教书育人。 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学态度、工作作风以及服饰仪表、言
谈举止等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真正做到为人师表，在学生中树立良好形象。

②自觉遵守学校和实训处的规章制度，不迟到、早退，不延迟开工，不提早收工，按时签

到。 坚守岗位，不擅自离岗或串岗，工作时间不聊天，不打瞌睡，不看书、报，不做与实训无

关的事。
③狠抓学生的实训过程教育，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集中实训前要进行文明实

训和安全生产方面的教育，签订校内安全责任书；同时又要关心爱护学生，耐心带教，对学

生违纪和实训时看书、聊天、串岗等行为要及时批评教育，加以制止。
④努力学习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操作技能，不断改进教学方

法，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⑤实训指导教师在有实训任务时，原则上不请假，如有特殊原因必须请假者，须提前做

好有关的调课工作。
⑥上班提前 ５ 分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并准时带教，同时进行考勤，下班提前 １０ 分钟

做收尾工作，收拾工量具及其他实训用具，学生打扫卫生结束后须点名方可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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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对实训内容、时间要安排控制好，在实训任务提前结束时，应事先安排好备用课题

（备好课），不能让学生实训时无事可做或非常空闲。
⑧每天实训结束前进行 ２０ 分钟左右讲评。
⑨实训讲义由各工种备课组统一编写，实训报告由指导老师批改， 登记成绩，学期结

束时，一并交实训处。
⑩设备或电路出故障时，应及时报修，并填写报修单，维修后由操作人员验收签字；需

添置仪器、设备需提前填写申购单，经学校批准后统一购买。

３）工作细则

（１）指导老师工作职责及时间节点

指导老师工作职责及时间节点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指导老师工作职责及时间节点

序号 指导老师工作职责 时间节点

１ 布置实训教学任务 实训开始前一天完成布置

２ 编写指导书 学期开始前完成编制

３ 进行安全教育及交底 实训第一天第一项工作

４ 实训过程的指导与管理 每天两个学时现场指导学生

５ 负责安排并指导技师的工作

６ 实训成果评阅及成绩评定 实训结束后一周内完成

７ 提交实训材料及设备使用计划 开学前二周内完成

８ 填写实训日志 每天按要求填写实训日志

９ 实训成果整理上交 实训结束后一周内完成

１０
反馈实训工作情况并提出建

议和意见
实训结束后一周内完成

（２）教学任务下达与承接

①实训教学任务按教学进程安排，由教务处下达到系，再由系下达到实训室。 实训室

依据教师承担任务的能力和条件，具体落实指导教师。
②实训任务的最终下达，由教务处以教师授课任务书的形式通知各任课教师。
③各任课教师承接任务后，应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按计划和要求完成实训指导

工作。

（３）实训任务的布置与安排

①各实训指导教师应在实训教学执行周的前一周，利用课余或晚自习时间，安排布置

实训任务，发放实训指导文件、资料。
②布置任务前，应预先与实训室和指导技师进行工作联系，并向实训指导技师安排相

应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③向学生布置任务时，应按任务书、指导书规定的内容和要求认真进行布置和安排。
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实训任务，目的及应掌握的知识点，实训组织，过程要求，操作程序，
工具使用方法、设备使用管理规定及注意事项，安全注意事项，成绩考核评定办法，纪律及

考勤，实训材料、工具用具管理规定。
（４）实训指导与管理

①实训组织：
ａ．实训前，实训室按规定安排指导技师，由指导教师全权负责安排和指导。
ｂ．指导教师应作好班级分组与分工安排，在班级组建相应的机构，建立相应的制度与

管理办法等。
ｃ．提前填好工具、机具借用，材料领用计划与签证单，并交到实训室，以便实训室审核

和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②安全管理：
ａ．指导教师作为第一安全主体，负责实训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工作。
ｂ．指导教师负责组织学生开展安全教育，指导学生分组，每组配置安全员并成立安全

监督小组，安排指导技师，抓好实训过程安全管理与监督。
ｃ．指导教师必须在实训当周学生正式进场实训前组织开展一级安全技术交底，交底内

容重点包括实训全过程安全纪律、安全规程、安全案例等内容；指导教师安排实训指导技师

每天针对具体实训内容开展二级安全技术交底，交底内容重点包括操作规程、防护措施、安
全要求等相关内容。

③实训过程指导：
ａ．实训指导教师在指导过程中，应挂工作牌、戴安全帽、着工作服。
ｂ．指导老师应按任务书中规定的学生应知应会的内容进行具体指导。
ｃ．指导中应解决和纠正技师和学生在实训过程中的问题。
ｄ．因条件和环境问题的影响，指导教师可利用实训或晚自习时间在指定的教室进行理

论指导。
④实训过程管理：
ａ．实训过程中，应做好纪律检查，考勤等工作，对劳动态度差、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要及

时予以纠正和处罚。
ｂ．随时检查安全情况，对不戴安全帽、违章操作等现象和问题要及时教育并予以纠正。
ｃ．适时组织学生召开阶段性相关例会，进行技师安全交底，提出工作要求，总结阶段性

工作等。
ｄ．实训组织过程中，涉及材料、机具等问题，应及时与实训室联系，以便及时解决。
ｅ．实训指导教师应每天填写实训日志，记录当天的实训情况，并作为实训指导教师到

场时间的考核依据。
（５）成绩考核与评定

①实训任务结束前，应按任务书、指导书规定的考核办法，及时对学生完成的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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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查和评定。
②考核在指导技师和班级相关人员协同下，认真进行检查评定，由老师填写。

③成绩评定按考核表上的要求进行，并结合实训报告书的质量综合进行评定。 原始考

核表及成绩评定单和批改的实训报告书交实训室存档，成绩册按相关规定交到教务办

公室。

１．３．２　 指导技师工作细则

１）工作职责

①根据实训指导教师的安排进行操作训练指导工作。

②根据实训室和实训指导教师安排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③协助实训指导教师对学生进行组织管理、考勤、安全教育安全管理等，并参与对学生

的成绩考核与评定工作。

④应主动向实训室及实训指导教师汇报实训情况，积极配合实训室及实训指导教师完

成实训任务。

⑤实训工作结束后做好设备保养及场地清理工作。

⑥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完成实训室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
⑦对学生进行安全交底工作，负责学生在实训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⑧严格执行安全实训一票否决制度，确保学生安全实训。
⑨管理、维护好实训室设备、器械，严禁学生将其带离实训室。

⑩学生实训过程中，指导技师全程现场指导。

２）实训过程指导

①熟悉实训文件及相关资料，严格按任务书、指导书规定的内容和要求进行指导。

②严格按操作规程指导学生的训练操作过程，做到规划严谨。

③指导过程应身体力行，标准示范，并进行讲解。

１．３．３　 学生实训守则

１）总则

①校内实训室是学院实践教学的主要场所，为了合理使用实训室资源，充分高效地发

挥校内实训室的作用，进一步做好实训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于高职教育教学，特制定本

制度。
②校内实训室分为公共实训室和专业实训室两种。 公共实训室即全校各个专业均可

使用的实训室，主要包括机房、多媒体教室和语音教室等；专业实训室是指由学院建设的专

业性较强，为某一个系或专业服务的实训室。 实训室的管理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

则，公共实训室由实训与网络中心管理，专业实训室由实训与网络中心委托所在系管理。

２）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

①由于使用人或管理人玩忽职守、保管不当，导致实训室的仪器设备被窃、损坏、遗失

等事故，要查清责任，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事故损失在 ２００ 元以下的由系主任处理，报
教务处实训与网络中心备案；损失在 １ ０００ 元以下的由所在系提出处理意见，协同教务处

实训与网络中心报主管院长处理；损失在 １ ０００ 元以上的由所在系提出处理意见，协同教

务处实训与网络中心和主管院长报学院处理。
②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者，应负赔偿责任，严重者给予相应行政

处分：
ａ．不遵守制度，违反操作规程，造成损坏或丢失。
ｂ．未经部门领导许可擅自使用或任意拆卸仪器设备，造成损坏或丢失。
ｃ．擅自将设备器材挪作私用或保管不善，造成损坏或丢失。
③赔偿处理办法：
ａ．器材价值在 １ ０００ 元以下者，按原价赔偿。
ｂ．价值在 １ ０００ 元以上或发生重大事故者，视情节轻重，给予适当的行政处分，并按原

价赔偿。
ｃ．丢失仪器设备零件时，可以只赔偿零配件费用。 对于能够维修使用的仪器设备，可

以只赔偿维修费。 如果维修后质量明显下降，要按照质量降低程度，酌情赔偿。
④根据仪器设备损坏程度、后果及责任人态度，可以减免或加倍赔偿：
ａ．责任人能迅速改正错误，表现良好，经本人提出，系主任同意，并经教务处实训与网

络中心审批，可酌情减免赔偿的数额。
ｂ．责任人一贯遵守制度、爱护仪器设备，因偶尔疏忽造成损失，事故发生后能积极设法

挽救损失、主动报告、检讨深刻者可酌情减免赔偿。
ｃ．责任人一贯不爱护仪器设备、不负责任、态度恶劣、情节严重、影响很坏者，应加重

处理。
⑤发生仪器设备损坏、丢失事故时，实训室管理人员应组织有关人员查明原因，提出赔

偿处理意见，并上报系部审批。
⑥确定赔偿责任和金额后，由责任人向财务处缴款。 对无故拖延、不执行赔偿决定者，

可以采用适当的行政措施。
⑦学生损坏、丢失仪器设备者，参照本条例执行。

３）实训室教学管理

①学生须知：
ａ．进入实训室时间为课前 １０ 分钟，其他时间不允许随意出入。 原则上凡进入实训室

的学生必须携带有效证件（身份证、学生证、借阅证等）。
ｂ．禁止在实训室内大声喧哗及打闹；严禁穿着奇装异服、背心、拖鞋等学生进入实训

室；禁止携带食品、饮料进入实训室；禁止在实验室内吸烟、吃口香糖或随地吐痰；禁止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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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仪器设备、墙壁及桌面上乱写乱画。
ｃ．禁止在实训室内玩手机游戏、听音乐、上网聊天或登录与课堂教学无关的网站。
ｄ．严禁未经指导教师及实训室管理人员允许，随意开启电源、教学仪器设备及空调开

关，严禁在实训室内私自使用电源。
ｅ．实训前，学生必须认真预习实训指导书规定的有关内容。 实训时，经指导教师认可

后，才能开始实训准备工作。
ｆ．实训时，学生必须服从指导教师的指导，严肃认真，正确操作，独立完成实训任务，不

得抄袭他人实训结果，认真完成实训报告或实训作业，并交指导教师审阅。
ｇ．实训中设备发生故障或损坏时，应及时报告指导教师处理。 凡违反操作规程或擅自

使用其他设备，导致设备、器皿、工具损坏者，应主动说明原因、写出书面检查，并按有关规

定赔偿。
②遵章守纪，严格执行作息制度，不迟到，不早退，上课期间严禁擅自离开工学教室，有

事需向实训课老师请假，点名未到者按旷课处理。
③团结同学，互帮互学，教室内严禁打闹、玩耍，由此造成的人身意外，后果自负。
④进入实训教室，严禁吸烟、携带食物，违者参照学校相关管理规定处罚。
⑤爱护公物，爱护教具、工具，文明学习，室内外应保持清洁。
⑥学生不得擅自将工具、量具及教学设备带出实训教室，对故意损坏工具、设备者，除

照价赔偿外并处以一定罚款。
⑦每天课程结束后，必须做好工具和量具的清洁、清点以及值日生工作，如发现短缺或

损坏应及时向实训课老师汇报。 离开实训教室前应确认切断电源、关闭门窗。
⑧准时上课，不得迟到、早退及缺勤。

１．４　 实训工器具和劳动保护用品发放规则和管理制度

１．４．１　 实训工器具和劳动保护用品发放规则

１）实训工器具发放规则

实训工器具是高职院校学生实训能够得以完成的必备工具，主要包括墨盒、线锤、瓦

刀、扳手等。
①提前一天由实训室库房管理员通知各实训班级负责人，凭有效证件以班级为单位前

来实训室领取实训工具。
②由实训室库房管理员对实训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并培训实训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正确

维修方法。
③告知实训学生借用期限及损坏赔偿办法。
④各组由 ２～３ 人进入库房，由实训室库房管理员和实训班级负责人清点检查实训工

器具数量，并检查是否完好，如有缺损或不能正常使用，立即补领或更换。
⑤由各实训班级负责人在登记表上填写班级、组号及日期，将登记表交由实训室库房

管理人员。
⑥告知实训班级学生如期归还实训工器具，并应该清洗干净。 以班级为单位归还实训

室，由实训室库房管理员和实训班级负责人清点检查实训工器具的数量，并检查是否损坏；
如果存在破损将依据实训工器具管理制度处以罚款；作好记录备案。

２）劳动保护用品发放规则

劳动保护用品是为保护实训学生在生产过程中安全和健康的辅助用品，主要包括安全

帽、实训工作服和安全手套等。 发放劳动防护用品不是福利待遇，是校内实训的基本需要。
根据不同工种及不同的劳动条件制订发放标准。

①提前一天由实训室库房管理员通知各实训班级负责人凭有效证件以班级为单位前

来实训室领取实训工具。
②由实训室库房管理员对实训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并培训劳动保护用品的使用方法。
③告知实训学生借用期限及损坏赔偿办法。
④各组由 ２～３ 人进入库房，由实训室库房管理员和实训班级负责人清点检查实训劳

动保护用品的数量，并检查是否破损（如手套破洞、漏指、安全帽裂纹或开裂、安全工作服

开线等），如有缺损，立即补领或更换。
⑤由各实训班级负责人在登记表上填写班级、组号及日期，将登记表交由实训室库房

管理人员。
⑥告知实训班级学生归还劳动保护用品的期限，以班级为单位，由实训室库房管理员

和实训班级负责人清点检查实训劳动保护用品的数量，并检查是否破损（如手套破洞、漏
指、安全帽裂纹或开裂、安全工作服开线等）；如果存在破损将依据实训劳动保护用品管理

制度处以罚款；作好记录备案。

１．４．２　 实训工器具和劳动保护用品管理制度

①所有的实训工器具和劳保用品都有一定的价值和规定的使用期限，因此实训学生在

领用实训工器具和劳保用品时要经实训室主管领导批准。
②个人领取的劳动保护用品或用具要妥善保管，丢失和损坏劳动保护用品者一律自行

配备并罚款 １００ 元，意外事故除外。
③实训工器具和劳保用品在规定的使用期满后，实训室可以申请领用新的，回收旧的。
④根据工种、工作环境、实训条件、实训强度的不同，规定发放标准和使用期限。
⑤需补领的防护用品经实训班级负责人申请，本单位领导及实训室主管审批，交赔偿

费后，由实训室安全员或专职人员补发。
⑥实训室必须严格按照学校规定为实训班级免费发放实训工器具和劳动保护用品，更

换已经损坏或已到使用期限的劳动保护用品，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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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实训室应根据实训学生的生产特点和劳动防护的需要，对工种、生产环境的不同发

给不同的防护用品；对相同工种，因工艺、设备、材料、环境不同，防护用品发放也不同。
⑧发放领用实训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要从实际出发，按照“实用、节约”的原则，不

准扩大或缩小发放范围，要杜绝变卖实训工器具和防护用品的现象。 对不执行实训工器具

和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的学生或管理者，要依法追究个人及相关班级的责任。
⑨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必须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劳动防护用品使用规则，正确佩

戴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的，不得上岗作业。

⑩实训管理人员须定期检查、鉴定实训工器具和劳动防护用品，对已损坏、发霉、变质、
虫蛀等已不能使用和失去安全防护性能的实训工器具、防护用品应及时更换或维修；超过

使用期限的应及时予以报废，不得继续使用。
安全工器具应按规定和实际需要进行放置，不得存放不合格的安全工器具。
安全工器具使用前应进行认真检查，严禁使用过期、损坏、不合格的安全工器具。
每月应对安全工器具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确保合格完备，检查后应履行签字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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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实训安全技术交底

　 　 为了加强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

安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依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

及国家有关安全法规，特制定本制度，在实训之前对实训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保证实训人员

在实训过程中的安全。

２．１　 实训安全教育

为了加强学生实习、实训安全管理，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

安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依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实训管理

办法》及国家有关安全法规，特制定本制度：

①安全意识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意识是现代员工的重要素质之一，

安全教育必须列入学校实习、实训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并认真组织实施。 实习、实训是教

育活动中安全事件的高发环节，师生必须对其高度重视，明确安全第一，贯彻“预防为主、

教育先行”的方针，努力把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中。

②每学期由相应系组织实训学生集中进行实习、实训安全教育，使学生铭记安全操作

规程、安全事故处理办法及安全急救措施。

③各班班主任要利用学校的“安全教育日”，对学生进行实习、实训安全教育，备好课，

选好安全教育的内容和案例。

④学生进行实习、实训前，由实习指导教师组织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并进行安全知识

考试。 安全考试不及格者，不能参加本工种的实习、实训活动。
⑤安全教育要贯彻于整个实习、实训的全过程，要做到每次实习、实训前有集中教育，

过程中有注意事项，结束后有安全总结。
⑥在按实训操作规程、实习计划进行安全教育的基础上，还要结合每一次实习、实训的

特殊性，制订出相应的安全规定，并宣传到每位学生，提高学生的安全保护意识和防范

能力。

１）实训安全教育的目的及意义

发生安全事故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一是人的思想不重视，安全意识差；二
是机械设备安全保护性能差，施工人员操作不规范；三是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可靠性差。
为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必须抓住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才能有效地

控制事故的发生。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对施工安全生产要求越来越高，施工安全

管理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重视施工安全，按安全生产的要求严格控制，才能建造出

优质的工程，从而造福于人类。 而高校综合训练的安全教育也要高度重视，要贯彻“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加强实训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增强实训人

员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避免由于思想的松懈和安全教育

不足造成实训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

２）实训安全教育

实训安全教育内容见表 ２．１，参加实训安全教育人员签名表见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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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１　 实训安全教育

实训安全教育

教育时间：

教育地点：

教育对象：　 　 　 　 　 　 　 　 　 　 系（部）　 　 　 　 　 　 　 　 　 专业　 　 　 级　 　 　 班

安全教育记录：

①参加实训学生实训前一定要进行安全教育，全体参加实训同学必须坚决服从实训室指导教师和

指导技师指挥，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实训过程中一切按操作规程进行，做到安全实训，消除一切安全

隐患。

②学生动手实训前，要由实训室指导教师和指导技师进行安全操作教育，否则不能动手实训。

③学生实训期间要严格要求自己，并应注意：

ａ． 杜绝抽烟、喝酒、打牌、起哄、打逗、骂人、打架等违纪事情发生。 如有违纪停止实训，严重者交学

院（学生学籍所在地）处理。

ｂ． 注意临边洞的位置，需集中精力防止沦落。 不要高空投掷，落物伤人，任何人不准乱扔工具等，

不准随意开动一切机械，不准开玩笑，打闹。

ｃ． 防扎钉，防触电；要绕行，远离各种机械设备、电气线路，防止机械伤害。

ｄ． 要注意地面环境状况，防止扎、挠及摔倒等其他伤害。

ｅ． 不准在脚手架防护栏杆上休息，不准在脚手架上睡觉，不准在现场追逐打闹。

ｆ． 任何人禁止爬脚手架等，上下要通过斜道或安全楼梯，人员不要集中上下。

ｇ． 一切行动要服从指导教师和指挥，不得擅自行动。

ｈ． 不准在脚手架和有挑头梁板处行走，并注意防滑，脚手架扣件要拧紧，栓框等边要拧紧，防止落

下伤人。

ｉ． 堆放模板等材料要注意安全，防止过高导致倒塌。

④学生实训时，按实训室学生实训管理要求中规定需应用的劳保用品，一定要穿戴（如戴安全帽、

实训手套，穿实训服等），不准穿奇装异服、拖鞋（或高跟鞋、赤脚和易滑带钉的鞋），不许留披肩长发，

否则不准参加实训，且按旷课处理。

⑤凡属学生实训中不按规章制度办理、不听指挥而发生的责任事故或者工伤，一律由违规者个人

负责，学校概不承担责任。

学生签名：

日期：

表 ２．２　 参加实训安全教育人员签名表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３）实训保证书

所有实训人员均应参加安全教育并签到，同时应在实训保证书上签名。 实训保证书见

表 ２．３。
表 ２．３　 实训保证书

实训保证书

　 　 实训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了保证学生在实训中的人身安全，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学生

在实训前必须接受学院相关部门进行的安全教育，同时保证做到：

①在实训期间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互相关心，互相监督，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人身伤害和设备事故。

②遵守实训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劳动纪律及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③在实训现场，按要求穿戴防护用具，不打逗、不吸烟、不酗酒，实习中不打架斗殴。 发生问题或争

执，通过组织来解决。

④危险的地方不去，不该动的设施不动。

⑤严格执行实习期间的出勤制度，不擅自离开实习单位；服从带队教师的指挥，集体进出实习单

位，避免个人单独行动。

⑥避免涉及实训单位的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不修改或处理实训单位的任何原始图纸和资料，未

经允许不带走或抄录实习单位的图纸文件。

⑦如学校临时有任务，接通知后，必须向实训指导教师请假，按时返校。

⑧学院建议每个学生在实训前购买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以上保证如有违反，后果自负。

保证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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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模板脚手架实训安全技术

２．２．１　 模板工实训作业安全技术交底

１）模板一般要求

①作业前检查使用的运输工具是否存在隐患，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②上、下沟槽或构筑物应走马道或安全梯，严禁搭乘吊具或攀登脚手架上下。
③安全梯不得缺挡，不得垫高。 安全梯上端应绑牢，下端应有防滑措施，人字梯底脚必

须拉牢。 严禁两名以上作业人员在同一梯上作业。
④成品、半成品木材应堆放整齐，不得任意乱放，不得存放于施工范围之内，木材码放

高度以不超过 １．２ ｍ 为宜。
⑤木工场和木质材料堆放场地严禁烟火，并按消防部门的要求配备消防器材。
⑥施工现场必须用火时，应事先申请“用火证”，并设专人监护。
⑦木料（模板）运输与码放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
ａ．作业前应对运输道路进行平整，保持道路坚实、畅通。 便桥应支搭牢固，桥面宽度应

至少比小车宽 １ ｍ，且总宽度不得小于 １．５ ｍ，便桥两侧必须设置防护栏和挡脚板。
ｂ．穿行社会道路必须遵守交通法规，听从指挥。
ｃ．用架子车装运材料应两人以上配合操作，保持架子车平稳，拐弯时当心，车上不得

乘人。
ｄ．使用手推车运料时，在平地上前后车间距不得小于 ２ ｍ，下坡时应稳步推行，前后车

间距应根据坡度确定，但是不得小于 １０ ｍ。
ｅ．拼装、存放模板的场地必须平整坚实，不得积水。 存放时，底部应垫方木，堆放应稳

定，立放应支撑牢固。
ｆ．地上码放模板的高度不得超过 １．５ ｍ，架子上码放模板不得超过 ３ 层。
ｇ．不得将材料堆放在管道的检查井、消防井、电信井、燃气抽水缸井等设施上；不得随

意靠墙堆放材料。
ｈ．使用起重机作业时必须服从信号工的指挥，与驾驶员协调配合，机臂回转范围内不

得有无关人员。
ｉ．运输木料、模板时必须绑扎牢固，保持平衡。

２）木模板制作、安装

①作业中应随时清扫木屑、刨花等杂物，并送到指定地点堆放。
②木工场和木质材料堆放场地严禁烟火，并按消防部门的要求配备消防器材。
③施工现场和木质材料堆放场地严禁烟火，并按消防部门的要求配备消防器材。
④作业场地应平整坚实，不得积水，同时应排除现场的不安全因素。

⑤作业前认真检查模板、支撑等构件是否符合要求，钢板有无严重锈蚀或变形，木模板

及支撑材质是否合格；不得使用腐朽、劈裂、扭裂、弯曲等有缺陷的木材制作模板或支撑

材料。
⑥使用旧木料前，必须清除钉子、水泥黏结块等。
⑦作业前应检查所用工具、设备，确认安全后方可作业。
⑧使用锛子砍料必须稳、准，不得用力过猛，对面 ２ ｍ 内不得有人。
⑨必须按模板设计和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支模，不得盲目操作。
⑩槽内支模前，必须检查槽帮、支撑，确认无塌方危险；向槽内运料时，应使用绳索缓

放，操作人员应互相呼应；支模作业时应随支随固定。
使用支架支撑模板时，应平整压实地面，底部应垫 ５ ｃｍ 厚的木板；必须按安全技术

要求将各节点拉杆、撑杆连接牢固。
操作人员上、下架子必须走马道或安全梯，严禁利用模板支撑攀登上下，不得在墙

顶、独立梁及其他高处狭窄而无防护的模板上行走；严禁从高处向下方抛物料；搬运模板时

应稳拿轻放。
支架支撑竖直偏差必须符合安全技术要求，支搭完成后必须验收合格方可进行支模

作业。
模板工程作业高度在 ２ ｍ 及以上时必须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模板的立柱顶撑必须设牢固的拉杆，不得与门窗等不牢靠和临时物件相连接。 模板

安装过程中不得间歇，柱头、搭头、立柱顶撑、拉杆等必须安装牢固成整体后，作业人员才可

以离开。 暂停作业时，必须进行检查，确认所支模板、撑杆及连接件稳固后方可离开现场。
配合吊装机械作业时，必须服从信号工的统一指挥，与起重机驾驶员协调配合，机臂

回转范围内不得有无关人员。 支架、钢模板等构件就位后必须立即采取撑、拉等措施，固定

牢靠后方可摘钩。
在支架与模板间安置木楔等卸荷装置时，木楔必须对称安装，打紧钉牢。
基础及地下工程模板安装之前，必须检查基坑土壁边坡的稳定状况，基坑上口边沿

以内不得堆放模板及材料，向槽（坑）内运送模板构件时，严禁抛掷。 使用溜槽或起重机械

运进，下方操作人员必须远离危险区。
组装立柱模板时四周必须设牢固支撑，如柱模高度在 ６ ｍ 以上，应将几个柱模连成

整体，支设独立梁模板应搭设临时工作平台，不得站在柱模上操作，不得站在梁底板模上行

走和立侧模。
在浇注混凝土过程中必须对模板进行监护，仔细观察模板的位移、变形情况，发现异

常时必须及时采取稳固措施。 当模板变位较大可能倒塌时，必须立即通知现场作业人员离

开危险区域，并及时报告上级。

３）模板拆除

①作业前检查使用的工具是否存在隐患，如手柄有无松动、断裂等，手持电动工具的漏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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