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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

得工程项目建设不断增多, 同时增加了工程造价专业的人

才需求。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

应将培养技术应用能力强的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并侧重于

实际工作和生产岗位。根据职业技能领域要求,培养出更多

的复合型人才,既懂法律知识和工程管理,又懂工程经济和

工程施工技术。

2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

要问题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工程造价专业在培养人才模式

上,仍然以传统培养模式居多,即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

辅。结合笔者教学实践,认为工程造价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

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积极性

不高的问题。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的理论学习能力不

强,他们更倾向于实践活动。在理论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觉得

很无趣。对于一些专业基础课程和核心专业课程,如：《工程

定额》、《建筑材料》、《建筑工程造价》、《工程量清单》、《建筑

制图与识图》、《安装装饰工程估价》等,很多高职院校学生

觉得比较抽象,容易产生厌学情绪。(2)工程造价专业相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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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使得工程造价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工程造价行业对实践能

力、动手能力要求比较高,因此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高职院校必须结合实际进行人才培养,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加强高

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对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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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不同掺量的矿渣粉与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关系

矿渣粉的掺量不同,一般认为随着矿渣粉的加入,早期

强度低,但对后期强度贡献较大。这是因为矿渣粉会与混凝

土发生诱导激活效应、表面微晶化效应与界面耦合效应。当

矿渣粉掺量为 40%时强度最高, 以后随着矿渣粉掺量的增

加强度反而降低。

3结论与分析

本次实验采用等量替代的方式针对矿渣粉与水泥的代

替, 通过对矿渣粉对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可

以得出：

3.1在矿渣粉固定掺量为 30%时随着矿渣粉粉磨时间

逐渐增加,混凝土的 7天强度与 28天强度均呈先降低后增

长的趋势, 在粉磨时间为 25min时混凝土的 7天强度与 28

天强度达到最高值 27.7MPa与 47.6MPa,所以在固定掺量为

30%时最佳粉磨时间为 25min。

3.2在固定矿渣粉的粉磨时间为 20min 时随着矿渣粉

的掺量逐渐增加时混凝土的 7天强度呈逐渐降低趋势,28

天强度呈先降低后增大再降低趋势, 但在矿渣粉掺量为

40%时达到最高 49.7MPa,所以在固定矿渣粉的粉磨时间为

20min时最佳掺量为 40%

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矿渣粉的活性是潜在性

的,需要一些例如石灰等的物料的作用来激发,碱性激发剂

一般为水化时水化产物为 Ca (OH)2的硅酸盐水泥熟料,并

且一起掺合后能形成碱性溶液,即可使矿渣玻璃溶解,从而

令矿渣粉的活性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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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联网的概述

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

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物品与互联

网连接起来, 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 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

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物联网架构分为三个层

次,即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感知层主要是利用物联入

网感知和采集物理世界中发生的物理事件和数据, 利用最

多的是 RFID、传感器、摄像头和 GPS等技术,感知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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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联网工程专业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征,并且物联网工程专业是新兴的本科专业,目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

系并不明确,且物联网涉及众多知识领域,每个学校对物联网的切入点也不一样,本文概述了物联网,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物联

网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及其构建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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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能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在工程造价专业传统人才培

养模式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学生对基本技能没有深入掌

握。并且有些学校实训设备不够齐全,特别是一些刚开设工

程造价专业的学校,专业软件、实训仪器缺乏。此外师资力

量薄弱等等,都可能导致学生缺乏基本技能。而工程造价专

业学生毕业上岗时, 很多用人单位要求掌握一些最基本的

技能,比方说熟悉本地区的定额,会看图纸,会放线测量,会用

算量、计价软件等等,而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忽略了这些基本

技能,使得有些用人单位甚至否定工程造价专业。(3)实践教

学存在的问题。高职院校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基于硬件及软

件因素的影响,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不能适应企业实际需求,

导致使得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动手能力不能真正适应人才市

场激烈的竞争。

3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对

策分析

3.1激发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工程

造价专业的专业课比较枯燥, 并且从已毕业的学生反馈情

况来看,很多学生认为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甚至有学生认

为在学校学的知识在实践中基本上用不上。只有打破传统

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开放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模块教学、

专业活动、情景模拟、实训操作、施工现场、校企合作等方

式,减少理论课程的学习,增加实践能力的方式,才可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性和积极性。

3.2强化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培养。

通过跟踪调查工程造价专业的毕业生, 并广泛深入企业和

行业内开展调研, 该专业的学生必须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

识和理论知识。通过训练其实践技能,具备基本的实际工作

技能,会审核、结算和编制,会算量计价、懂工艺、能识图的高

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并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培养高

素质的职业技术应用型人才, 是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的

培养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应对工作岗位和生产的实际需要

侧重,培养面向建筑业第一线的人才,采用校企合作的人才

培养模式,围绕企业和社会对人才职业的素质要求,对企业

和学校两种不同的资源和环境充分利用, 建立企业参与学

校人才培养的合作关系, 将学生的学习场所从课堂向企业

现场延伸,结合理论与实践知识,促进学生职业目标和学习

目标的实现。

3.3注重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的实践教学。(1)结合社

会对工程造价专业人才的能力要求, 与高职教育的特点相

结合,建立一套实践教学体系,突出技术应用能力的特点。例

如可通过工程招投标模拟实训、测量实习等实训,增强实训

环节,使学生毕业后就可进行顶岗作业。(2)提升学生理解理

论知识的能力,在理论课程中对实践学时进行设置,通过在

工程造价专业对理论课程进行开设, 并将实践学时穿插在

理论课堂教学中,通过各种形式,如听报告、讨论、幻灯展示、

参观等,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加强。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以及建筑业的发展,高职院校传统

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和企业的需

要。因此为了促进高职院校的发展以及满足社会需求,需要

加强对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

要问题及其对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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