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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建筑类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创 新 与 实 践

一、成果背景与概述

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进了党代会报告，强调

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国家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数字

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2023 年，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

教育行业标准；2024 年，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4 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

作要点》。

数字化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数字化、新工科对建筑类学

生不仅要求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意识、社会人文的关切和情怀、

工程技术素养，更需要数据素养。

面对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新工科建设，传统的建

筑类专业教学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建筑业也迫切需要具备创新

思想、实践能力强、通专融合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自 2020 年开始，河南城建学院以应用性、创新性能力培养为核

心，建设校企共建的共享项目资源平台，将大量、真实项目案例贯穿

教学全过程；从专业知识、创新技能、实践能力这三方面为切入点，

将创新性能力的培养作为人才培养方案的主线；注重知识型的培养转

变为创新性专业能力的培养，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强化学生“创新

技能”和“实践能力”；深入产学研融合，构建校企行政“四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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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创新模式，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数据思维及数据分析能力

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在人才培养效果上成效显著。

图 1 课题研究成果

二、成果解决的教学问题

1、解决新技术、新业态、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师生数字化思想

观念滞后的问题。

传统的建筑专业教学常以“师徒传承”为主，数字化时代的学生

与互联网智库群体智慧正一定程度上代替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

解惑”的教学方式。

2、解决地方高校建筑教育体系对设计实践能力培养成效不佳的

问题。

建筑行业高速发展的 20年，社会对建筑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

建筑人才呈现从学校到社会的单向性流动。具有实践经验的建筑设计

一线从业者没有时间将其宝贵的实践经验反哺教学。以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高校也出现了真实设计案例不足、设计实践强的教师不足，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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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轻实践，导致人才培养效果不佳。

3、解决“大建筑”观念下，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

建筑类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其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培养，新工科建

筑类人才的培养应当顺应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通过

创新产学研融合模式，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数据思维及数据分

析能力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三、成果主要内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1、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利用优质网络资源，提升师生数字化水

平。

（1）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增设《数据分析与表达》《地理信息

系统 GIS》《BIM 建筑技术》等紧跟学科前沿的数字类课程；强化模

拟仿真分析的实践应用。

（2）建设一流课程。利用中国大学 MOOC、学在城建等网络资源，

依托已有省在线开放课程、省一流本科课程、校应用型课程等，重构

课程内容及体系、创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融入前沿的数字化

技术，建设一批在省内建筑类专业有影响力的课程。

2、校企合作共享资源，推进双师型师资建设，提高实践能力的

培养成效。

（1）建设“数字化建筑类项目资源库”。这是省内首个由校企

共建的建筑设计类共享项目资源平台，具有案例真、案例新、案例全

的特点（图 2、3 所示）。资源库定位于“能学、辅教、促改”，利

用资源库推动数字化时代学习方式的变革和课程建设改革，创新更加

个性化、精准化、定制化的教学方式，内容涵盖了城乡规划、建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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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风景园林等专业领域。

图 2 数字化资源库建设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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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数字化建筑类项目资源库

（2）推进“外引内培”双师型队伍建设。以提升学生设计实践

能力、紧密衔接设计实践工作为教学改革的目标，专业课程、实践环

节中实行校企双师双元育人模式（表 1）；鼓励教师考取执业资格证、

参加工程实践、挂职锻炼等，促进双师双能师资队伍建设（表 2）。

表 1 学院内校企双师共同授课一览表

课程名称 校内授课教师 行业或企业授课教师

城乡规划与设计（一） 刘会晓、李梦迪 王红亚

城乡规划与设计（二） 王大勇、郭汝 邱小亮

城乡规划与设计三） 李梦迪、袁玥 闫恩杰

城乡规划与设计（四） 赵玉凤、王雪霏 孙利娟

乡村规划 邢 燕、刘会晓 郭晓辉

城乡基础设施规划 赵玉凤 陈 策

城乡规划专业毕业实习
邢燕、陈玉兴、王大勇、

赵玉凤、刘会晓等

邱小亮、王红亚、闫恩杰、

孙利娟

城乡规划专业毕业设计
邢燕、陈玉兴、王大勇、

赵玉凤、刘会晓等

邱小亮、王红亚、闫恩杰、

孙利娟

建筑初步（一）
王岩、赵新伟、王晓宁

郁博文
刘 亮

建筑设计（一） 申红田、郑鑫、樊国领 刘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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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嘉琳

建筑设计（二）
申红田、樊国领、侯嘉琳

樊子铭
刘彭涛

建筑设计（三）
马归民、张小迪、王春霞

路忽玲
王 枫

建筑设计（四）
马归民、张小迪、王春霞

路忽玲
赵德博

建筑设计（五）
王远涛、唐红、宁凯

李振华
牛卫国

建筑设计（六）
王远涛、唐红、宁凯

李振华
崔汉廷

建筑学概论 申红田、郭汝、朱晓菲 宋宇辉

建筑学专业毕业设计 申红田、郑鑫、李雨薇 李红建、王枫

风景园林工程（一） 闫改嫔、周勃 常庆禄

风景园林工程实习 闫改嫔、周勃、袁航哲 李晗铭

风景园林工程（二） 闫改嫔、韩路亚 常庆禄

风景园林工程（二）

课程设计
闫改嫔、韩路亚 常庆禄

表 2 学院具有执业资格教师一览表

姓名 执业资格证书 姓名 执业资格证书

邢 燕 注册城乡规划师 王云娜 注册城乡规划师

郭 汝 注册城乡规划师 李梦迪 注册城乡规划师

赵玉凤 注册城乡规划师 王远涛 一级注册建筑师

刘会晓 注册城乡规划师 赵东升 一级注册建筑师

沈妤喆 注册城乡规划师 赵新伟 二级注册建筑师

袁 玥 注册城乡规划师 陈玉兴 二级注册建筑师

刘宁斌 注册城乡规划师 孙利娟 注册城乡规划师

刘书芳 注册城乡规划师 谢凌峰 一级注册建筑师

3、产教深度融合，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紧密对接产业需求。

（1）加强实践教学，构建融合支撑的课程体系。

紧密联系行业企业，及时反馈对人才的需求，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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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实践教学比例，专业实践教学比例占总学时的 40%以上。

坚持以设计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培养为核心目标，整体构建

了通识课程、专业理论课程、设计实践课程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的“三

阶段、四平台、八模块”的专业课程体系（图 4 所示）；阶段循序渐

进，平台一脉相承，模块交叉融合，实践模块贯穿教学全过程，突出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图 4 “三阶段、四平台、八模块”的专业课程体系

（3）深入产教融合，构建“校企行政四位一体”育人模式。

稳定的校内外实践基地。学院建设有 46家校内外实践基地（表

3所示），为学校提供了企业导师、实际项目，为学生提供了稳定实

践平台。



《数字化时代建筑类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教学总结报告

8

表 3 校企共建实践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践基地名称 序号 实践基地名称

1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

有限公司
24 南阳市规划设计院

2 河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5 安阳市规划设计院

3 河南省城乡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26
安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

4
河南省城市规划技术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
27 焦作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5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28

鹤壁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6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

分院
29 三门峡市规划勘测设计院

7 北京宝贵石艺科技有限公司 30 濮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8
河南省中纬测绘规划信息工程有限

公司
31

河南城院卓越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9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32 周口市规划建筑勘测设计院

10 河南省资源环境调查三院 33 信阳市城乡规划设计院

11 河南省建设工程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34 许昌市规划设计院

12 河南省信豫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35 洛阳众智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中睿筑城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36 河南展宇规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4 河南大曾勘察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37 河南大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15
江苏都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38 九州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16 上海红杉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39 汝州市市政规划勘测设计院

17 上海可造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40 河南省绿洲园林有限公司

18
广东博意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郑州

分公司
41 郑州市森林公园

19 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42 上海元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 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43 河南康育源实业有限公司

21
洛阳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44 漯河市勘测规划设计院

22 平顶山市平煤设计院有限公司 45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河南分院

23 平顶山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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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河南，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我校建筑类专业立足河南，专业

特色是服务于中小城镇和乡村建设。尤其是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被河

南省政府授予“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学院承接住建部、住建厅、市

政府委托的多项工程实践项目。

依托各级各类实践项目，以“德育教育-实践教育-乡村振兴特色

教育”为教育主线，构建校企行政“四位一体”建筑类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与实践（图 5 所示）。

图 5 产教融合“四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3）多学科交叉的“PBL 项目制”教学，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依托学校“规划与建筑设计专业群”，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为目标，推进“OBE”“CDIO”教学理念，开设跨学科课程，采用“PBL

项目制”教学方法，创新课堂模式以满足所有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组建跨学科教师团队，建设《建筑构造》《乡村规划》《城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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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建筑设计》《风景园林植物景观设计》等应用型特色课程。

组建跨专业跨年级学生团队，采用竞赛嵌入式和项目制教学模式，

参加专业竞赛和社会实践，促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拓展学生视野，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团队协作等职业素质。

四、成果特色与创新点

1、创新育人平台

“数字化建筑类项目资源库”育人平台。经课题组调研，在

国内高校基本上没有已建成、此类的真实项目案例资源库。课题

组依托所在高校较强的业界影响力和较为扎实的实践基地，与企

业深化产教合作机制，联合建立项目资源库。

资源库针对建筑类专业教学任务和特点，建设具有专业办学

特色的资源库,实现自身的对口服务和特色服务，涵盖建筑类设计

的全部类型。发挥头部设计企业掌握行业前沿技术的特色，使项

目库具备案例真实且技术先进的优点，可以在教师的“教”和学

生的“学”两个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数字项目资源库融于课堂

教学，有助于增大课堂容量和提高教学效率，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同时，特定的专业资源可服务于学生课外的自主学

习和专业技能训练。

2、创新育人模式

构建多学科融合育人新模式。依托学校“城建”特色，借力

“规划与建筑设计专业群”建设，开设跨学科课程，采用“PBL

项目制”教学方法，创新课堂模式；组建跨学科教师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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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特色课程；组建跨专业跨年级学生团队，实施课赛结合，

积极参加专业竞赛和社会实践。

实施校企行政协同育人强模式。树立数字人才培养观，校企

共同制定产教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以课程和项目为纽带，促进

跨学科和跨专业的交叉融合，实施校企行政协同育人，加强线上

线下相融合的数字化能力应用，实施课赛结合，加强产教融合的

师资队伍建设。

五、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学生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

创新技能提升。近5年，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

类竞赛，共获国家级奖项1项、省部级奖项13项、地厅级奖项25

项。

实践能力加强。近5年，学生参与住建部乡村建设评价、住建

部共同缔造、住建厅农村自建房图册编制、平顶山市村庄规划等

社会实践项目500余人次/年，占学生总数的92%；毕业设计选题

100%来源于真实工程项目，实际工程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教师指

导学生参加各级各类专业设计竞赛，共获国家级奖项13项、省部

级奖项63项、地厅级奖项28项。

2、教学改革稳步推进，专业建设成绩斐然。

专业建设优。我校城乡规划、建筑学专业相继通过住建部专

业评估，是省内高校第2个通过两个建筑类专业评估的高校。同时，

城乡规划、建筑学专业是河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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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强。已建成3门省级一流本科课程，3门省级精品开

放在线课程。学院教师获河南省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3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5项；获校级课堂创新大赛特等奖2项、一等奖1项、

二等奖4项。

3、育人成效得到广泛推广，辐射效应强。

理论研究多。组织河南省建筑类专业人才培养研讨会，团队

成员在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团队成员基于课题研究公开发表论

文13篇，其中EI收录1篇、北图核心2篇。

辐射效应强。近 5 年来，贵州大学、西安科技大学、湖南科

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兄弟单位高度认同我校建筑类专业

建设成效并前来调研 20 余次。河南省内河南科技大学、黄淮学院、

南阳师范学院等 8 高校建筑类专业推广应用该成果，专业育人成

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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