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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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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行业企业现状和珠三角经济发展需求，文章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构建和课程体系特色与创新等方面
对高职高专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期达到建筑设备专业的职业教育紧密贴合学生就
业和市场需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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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工程包括建筑给排水工程、建筑电气工程

及建筑通风与空调工程，这是一个职业岗位多、从业人

员数量庞大的行业。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我国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大型建筑、高层建筑和智能建筑大量涌现，对

建筑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要求从业人员的知识

体系、能力结构和职业素质能顺应行业的发展。调查发

现，在广东省现有各级各类安装施工企业、特别是县级

以下单位中，设备类专业人才多为中职毕业生，企业迫

切需要具有新理念、新工艺和新设备知识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行业企业的现状和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是

构建起适应就业市场人才需求的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

1   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企业走访和行业调研，了解到就业市场对设备

类专业人才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技术应用型和工程管理型

两大类。由此可见，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面向生产、建设、

管理、服务第一线，具备建筑水、电、通风与空调、消防、

楼宇智能化等设备工程基础知识，及其设计、预决算、

安装施工、运行维护、质量检验和工程管理等能力，能

从事建筑设备工程招投标、建筑设备系统选型设计、施

工、监理、调试、运行维护和建筑设备制造与营销等工作，

有一定专业拓展和创新能力、良好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使以上培养目标得以实现，

学校应在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方面分别制订具体的人

才培养目标。

1.1  知识要求
（1）掌握一定的人文科学知识。（2）掌握数学、英

语及计算机应用的基础知识。（3）掌握建筑给水排水、

建筑供电与照明、通风与空调等专业核心知识。（4）掌

握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5）掌握安装工程计

量计价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要求可培养学生的基本岗

位职业能力。

1.2  能力要求
（1）独立学习能力。（2）获取、分析、归纳、交

流、使用信息与新技术的能力。（3）知识与技能的综

合运用与转换能力。（4）制订、实施工作计划的能力。

以上 4 项能力要求可使学生具备可持续发展和创新创业

能力。

1.3  素质要求
（1）人际交流能力。（2）组织协调能力。（3）公

共关系处理能力。（4）集体意识、质量意识、节能环保意识。

（5）社会责任心。以上素质要求可激发学生的职业道德、

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心。

2   课程体系构建

人才的培养要借助于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基于职

业能力分析设计出的课程体系正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有力

载体。

2.1  课程体系设计思路
本专业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进行课程体系设计，基

本思路是：面向职业岗位设计专业课程体系，由职业岗

位分析得到本专业职业岗位群中每一个岗位所需要的岗

位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能力的组合或分解，最终实

现课程体系的解构和重构。

2.2  课程体系的解构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所对应各职业岗位的典型工

作任务及其行动领域如表 1 所示。表 1 对各职业岗位的

分析，实际上是对传统的以陈述性知识为主的学科课程

体系进行了解构。以此为基础，学校应对各学习领域在

专业中的地位、作用和关系进行分析，从而重构出以职

业能力培养为重点的职业课程体系。

2.3  课程体系的重构
在解构过程中，不难发现，本专业几乎各职业岗位

的学习领域均涉及到了建筑给排水、建筑供电与照明和

通风与空调工程。基于此，学校应确定按建筑给排水、

建筑电气和通风与空调三条主线来开设专业课程，通过

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综合实践课三个模块由浅入

深、由理论到实践逐步深化这三方面知识，课程体系如

图 1 所示。

在保证主要职业能力的前提下，课程体系中的专业

拓展课则开阔了学生的专业视野。例如 BIM 建模基础，

在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发展动态的同时，还将培训、考证

等学生的实际需求与教学环节紧密结合，使其受益匪浅。

3   课程体系特色和创新

现在开设有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的高职院校越来越

多，要在众多的院校中独树一帜，就必须办出自己的特色，

创新课程体系，使专业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3.1  课程体系特色
通过对历届学生就业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目前建筑

行业对安装工程造价的人才比较紧缺。针对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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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体系示意图

表 1 职业岗位与学习领域课程构建

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行动领域 学习领域

绘图员设计师助理
建筑水、电、空调等系统设计和

施工图绘制

进行建筑水、电、空调等系统的设计计算、设备选型；进行建筑水、电、

空调工程系统图、平面图、剖面图、详图等施工图的绘制

1. 建筑工程制图

2. 安装工程 CAD

3. 建筑给排水工程

4. 建筑供电与照明

5. 通风与空调工程

6. 智能建筑弱电工程

7. 建筑消防工程

施工员 建筑设备工程施工 进行建筑水、电、空调等系统的设备和管道安装调试

1. 建筑工程制图

2. 安装工程 CAD

3. 建筑给排水工程

4. 建筑供电与照明

5. 通风与空调工程

6. 智能建筑弱电工程

7. 建筑消防工程

8. 建筑法规

9. 建筑施工组织与管理

10.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安全员 安全生产的日常监督与管理 做好定期与不定期的安全检查，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监理员 学习和贯彻有关建设监理政策

了解并熟悉所监理项目的规范、设计图纸及合同条款，对施工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反馈和汇报，以协助专业监理工程师有效监督管

理现场施工

资料员
工程项目资料的编制、收集、整

理、档案管理等内部管理工作

进行工程项目资料、图纸等档案的收集、管理，并参加分部分项工程

的验收工作和计划、统计的管理工作

质检员
检查工程中所有物资、产品和设

备的质量

进行分项工程质量评定，建立质量档案，定期向项目总工和上级质量

管理部门上报质量情况。

招投标专员 协助组织实施工程项目招投标
编制招标采购计划、方案、招标采购公告，预审招标资格文件和审查

投标资格

造价工程师
进行安装工程造价的计价、定价

及管理业务

编制或审核建设项目投资估算、概算、预算、结算、决算及工程招标

标底价、投标报价

BIM 建模员

操作 BIM 建模软件，生成建筑工

程设计和建造中产生的各种模型

和相关信息

利用 BIM 建模软件，制作可用于工程设计、施工和后续应用的二维平

面图样、三维立体模型和其他有关的图形、模型和文档

1.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2. 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 I

3. 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	II

4. 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	III

1. 建筑工程制图

2. 安装工程 CAD

3. 建筑给排水工程

4. 建筑供电与照明

5. 通风与空调工程

6. 智能建筑弱电工程

7. 建筑消防工程

8.BIM 建模基础

本专业人培目标的就业面向除“建筑设备施工”这一传

统方向，还可增设“安装工程造价”。相应在课程体系中，

可将“安装工程计量与计价”分为水、暖、电三大模块

列入专业核心课程，以此为重点培养学生的安装造价职

业能力，作为学校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学生的能力特

色，增强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3.2  课程体系创新
如果说特色是专业的立足之本，那么创新就是其发

展之源，是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随着人们环保意识

的增强，节能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以此为契机，在

人才培养目标中创新性地提出了培养学生的节能意识、

环保意识，将绿色建筑理念和建筑节能技术融入水、暖、

电三大课程主线，例如：在建筑给排水的相关课程中介

绍太阳能热水系统。中水回用系统和雨水收集系统；将

水源热泵、地源热泵和 VAV 系统的概念引入通风与空调

工程相关课程中；在建筑电气的相关课程中让学生明白

有效控制建筑设备能耗、降低建筑运营成本的关键环节

在于实现建筑设备系统的智能化控制。这些有关建内容

的嵌入将引导本专业紧跟行业发展趋势，走出一条创新

之路。

4   结束语

本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是基于行业企业的现状和珠

三角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的，目的在于使建筑设备专业

的职业教育紧密贴合学生就业和市场需求。一方面，打

造本专业毕业生坚实的就业基础，培养其可持续的创新

创业能力；另一方面，为珠三角的建筑业输送一批高素

质的设备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实现中（下转第 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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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村民，有的已确权颁证。

（3）法规规定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与原有的征

地范围和颁证范围存在较大差距。①长沙坝水库左坝

肩。轴线方向，现有管理范围 15m 左右（法规规定的

100m），相差 85m；上游方向，现有管理范围 30m 左右，

相差 70m。长沙坝右坝肩：轴线方向、上下游方向的管

理范围在 30 ～ 40m 左右，相差 60 ～ 70m。②葫芦口右

坝肩。轴线方向现有管理范围 10m 左右，与相差 90m。

③葫芦口水库高程 410m 至校核洪水位 410.5m，有 0.5m
未征用。长沙坝水库库区高程 485m 至校核洪水位高程

488.59m，有 3.59m 未征用。④团结干渠是威远县政府

以文件形式确定渠道内渠墙外 1m、外渠墙外 2m 为管理

范围，与法规规定的挖方渠道、填方渠道、重点渠系建

筑物等按相应标准划定的管理范围也存在较大差距。

（4）划界确权工作所需费用较大，水管单位无力

承担。2015 年根据威远县国土局提供的土地价格结合当

年的物价水平经估算要完成两库库区划界确权，共需经

费 52089 万元，其中划界费用 6962 万元（管理范围 245
万元，保护范围 6717 万元）；确权费用 45127 万元。

（5）长葫水库库区地形较为复杂，岸坡较陡，灌

木丛生。测绘和埋桩的工作难度较大，团结干渠渠道管

理范围埋桩后管理难度也较大。

6   划界确权工作的建议

（1）长葫两库坝区管理范围，按征地范围确权颁证，

拥有“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2）长葫两库坝

区征地范围与法规规定的管理范围的差距部分，可以按

法规的要求确定水管单位的管理权，颁发管理权证书。

确定水管单位保护水利工程的管理权限，限制所有权人

的部分权利。（3）长葫两库库区管理范围已征地的范

围确权颁证；征地范围与法规规定的管理范围的差距部

分颁发管理权证书，库区管理范围不测绘、不埋桩，以

高程控制确定管理范围。在库区正常水位与校核洪水位

之间范围内，在不影响水库正常防洪运行的前提下，当

地村民可以有有限使用权，用于绿化等用途。按此方法

处理可以节约划界费用 245 万元，确权费用 45110 万元。

（4）团结干渠管理范围按渠道内渠墙外 1m、外渠墙外

2m 确权颁证，按法规规定的管理范围颁发管理权证书，

明确水管单位按法规对渠道的保护权限。按此方法既可以

有效的保护渠道工程，又避免征地、确权等产生的较大费

用和矛盾。（5）在法规规定的保护范围，颁发保护权证书，

明确水管单位对水利工程保护权限，限制所有权人的部分

权力，按此方法处理可节约划界费用 6717 万元。（6）在

征地范围内重复颁证的，由地方政府负责解决。

7   结束语

文章以长葫灌区为例，对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进

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根据工作实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

议和措施，可为我国类似灌区的划界确权工作的开展提

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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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of Architectural Equipment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bstract：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and the dema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is paper make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architectural equipment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rsonnel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the goal tha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architectural equipment engineering specialty closely meets the employment demands and market 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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