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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申报书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真实可靠。文字表达要明

确、简洁。所在部门应严格审核，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申报课程名称、课程类别需与人才培养方案一致。

3.WORD 文档格式，小四号仿宋，单倍行距；表格各栏目大

小必要时可根据内容进行调整，但应注意整体美观，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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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

课程类型 通识教育课 □学科基础课 ☑专业课

所属学科门类 工学

一级学科/专业类代码 土木工程类/0810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土木（专升本 2年制）23 级

学时/学分 48/3

建设类型
☑校企共建课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校外课堂 其他

合作企业 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课程资源建设情况

建设背景

土木工程专业通过校企共同建设，引入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新方

法、新知识等内容进行整合，形成行业企业课程资源库以充实教学资源。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共 48 课时

3学分，面向土木工程（专升本）学生及土木工程本科学生授课。本门课程实践性强，

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结合校外课堂增强实践学习。门课任务是研究土木工程

施工中的一般规律和各主要工程施工工艺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与先进技术，以

及劳动组织方法和施工组织的基本原理。通过应用土木工程施工中施工技术、工艺、

方法等基本理论，解决施工过程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合理运用科学的施工技术、方

法进行施工组织并建立正确的职业、行业思维和改革创新理念；运用传统和现代施

工技术，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应用，能够提出安全、经济和合理的施工方

案并改进，理解土木工程师的责任。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课程进行校企共建课程的教学改革，在实践教学

改革的思路基础上，依托齐齐哈尔建筑产业学院、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承建的校园北区建设项目为实践基地，以校企合作为基础，打造校企共建课堂改革

研究。校园北区建设项目从设计到施工，采取了多种创新设计，施工中结合先进的

施工方法，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用于施工中。从“四真三化（FT）”课程

建设模式结合校企合作共建课程的培养角度出发，推进学生培养模式改革、是提高

学生培养质量的需要。研究如何通过共建实践课程将学生培养成具备创新创业能力

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员，能够从事土木工程专业前沿工作的校企共建教学模式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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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校企共建课程是切实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学生

的专业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在企业实践中得到提升。

团队负责人徐喜辉：高级工程师，黑龙江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建筑、市政注

册建造师；公开发表论文：《谈民用建筑地基基础和桩基础的施工技术》《建筑物

墙体开裂的成因及处理》《建筑工程结构设计中的抗震设计》等 10 余篇论文；独立

发明《一种建筑钢筋紧扣件》《一种建筑施工打桩机》等实用新型专利。参与建设

的《齐齐哈尔市清馨雅居住宅区建设工程》等重点工程项目获得黑龙江省结构优质

奖等多个奖项。第五期课程思政专题研修班“课程思政”典型案例汇报交流二等奖；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2022 年度优秀真实项目案例库二等奖；2023 年结构创

新竞赛优秀指导教师；2023 年“筑梦杯”全国大学生建筑创新大赛（AICCS）优秀指

导教师；《钢结构原理与设计》课程考核改革研究第一参与人；主持校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FT 专项）《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校企共建实践课程改革研究在

研。2022 年团队录制《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慕课，现已上线。

校内任课教师徐明：中共党员，副教授。2012 年 7 月参加工作，曾担任专业教

师、土木工程专业负责人、建筑工程系副主任，先后承担了 8 门课程教学任务，所

讲授《施工组织设计》课程荣获“教学组织形式改革示范课程”二等奖及校级“精

彩一课”称号。所带专业被评选为校级重点建设专业，课程体系建设获评学校特色

课二等奖。任教的《工程项目管理》获批校级重点建设课程。2022 年，该同志主持

并参与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项，参与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2021 年，被聘任

为教育部规划建设中心产教融合应用型课程改革试验项目指导专家。 主持并参与省

部级课题 8 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 项；主持市科技局规划课题 1 项；

公开发表论文 16 篇；副主编教材 6部；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4项。曾获得齐齐哈尔市

第十一届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22 年，被聘为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评审专家、

“第八届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创新大赛”全国网络竞赛评审专家；主持及参与校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参与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2023 年，获得齐齐哈尔市

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

校内任课教师贺全德：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黑龙江省发改委专家库入库专

家，齐齐哈尔市招标采购中心专家库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全国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评审专家库专家（2022 年度）。承担《土木工程概论》

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2021 年获得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第九届

应用型特色课“教学改革类”优秀奖；2021 年获得齐齐哈尔工程学院第二届课程思

政教学竞赛二等奖。

校外任课教师：孙大伟高级工程师，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

程师，黑龙江省公共资源采购中心专家库专家、黑龙江省政府采购中心专家库专家，

建筑、水利专业注册建造师；公开发表论文：《浅析关于建筑工程结构加固工程》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技术与质量管理研究》《建筑工程钢筋混凝土结构加固设

计要点》《极寒地区屋面刚性保护层跳仓法施工技术》等 10 余篇论文。独立发明《基

坑浇筑模板》《一种角钢与木方组合式钢包木龙骨》《一种用于竖向模板固定的方

钢龙骨加固组件》实用新型专利，已获得专利权。参与研发《穿透式背丝铺首型悬

挑卸料平台施工工法》《公园异型混凝土屋面结构综合施工工法》《剪力墙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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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管道同步施工工法》已被批准为省级工法。参加哈尔滨市土木建筑学会组织的

工程建造微创新技术大赛获得一等奖。参与《大型室内滑雪场冷库板吊顶安装施工

技术》《穿透式背丝铺首型悬挑卸料平台施工技术》《高寒地区屋面刚性保护层跳

仓施工技术》三项施工技术的编写、申报工作，经天津市科学技术局鉴定，均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参与黑龙江省建筑业协会第四届冰雪杯建设工程 BIM 大赛，荣获二

等奖。参与建设的《哈尔滨金融学院新建教学主楼项目、哈尔滨机场安检宿舍及业

务用房项目、中日友好医院黑龙江医院建设项目（分项动力中心项目）》等重点工

程获得黑龙江省“龙江杯”、市结构优质工程奖、黑龙江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

生产标准化工地等多个奖项。

建设内容与实施过程

在校企共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和企业教师不断优化、完善基于 FT 的

《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校企共建实践课程改革研究。以校园北区建设项目为

依托，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施工组织意识，强化实践课堂过程评价，与企业

导师共同建立过程性实践评价标准，积累及评估取舍完成实践项目考核。

践行 FT 课程建设理念，校外课堂融入实践教学，强化过程评价，以 FT 课程建

设理念为基础，校园北区建设项目融入实践教学，通过实践课堂的课堂活动、学习

产出的测评等内容，实现教学目标。

校外课堂融入教学

针对社情和学情的分析，转变了授课和评价的思路，将校内和校外课堂共同实

施这样的一个形式进行授课。依托校园北区建设项目，调整的门课课点结合北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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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施工进度融入校内、外课堂，依据工作流程进行设计，并结合设计实施过程性评

价。解决学生对建筑工程施工接触少和实践能力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问题。在教学环

节中将项目教学有效地应用，引导学生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深入到项

目中对内容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注重将项目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并结合双导师评价完

成教学环节。以课程项目分解到课点为单位对每一项内容进行细化考核

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校外课堂混合式学习，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兴趣，

锻炼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同时进行阶段的过程考核检验

学习效果，在提升培养学生“三五”能力过程中，找到学习中的最佳学习路径，以

确保学生达成学习目标。

通过竞赛，系赛和校赛，为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创新大赛准备，实现“以赛

促学、以赛促优、以赛验学”的教学效果，鼓励学生全员参赛。学生团队在竞赛中

不断激发自身的创新思维，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不断拓展新的思路，让学习变得生

动有效，让考核不再枯燥。

与企业共同设立了“土木工程施工知识竞赛”等门课竞赛，并且择优进入《校

园北区建设项目》设计、施工知识竞赛，在授课的土木（专升本）233、234、235 的

三个班级中，共 35 位学生参赛，分获校级一等至优秀奖。在竞赛中提高学生的学习

竞争性及创新性，带动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将竞赛作为平时考核的考核项，督促学

生参加竞赛，为全国高校 BIM 毕业设计创新大赛进行参赛选手选拔，进军国赛。

《校园北区建设项目》设计、施工知识竞赛

三、课程资源建设成果

（提供的全部课程资源清单）

1.教学大纲

2.教案

3.《建筑施工技术实训教程》实训教材

4.《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慕课

5.施工知识竞赛题库

6.校企合作协议

7.施工工艺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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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源应用情况与效果

（对课程教学资源的应用情况与效果进行阐述）

（一）教学资源应用

1.《建筑施工技术实训教程》全程企业教师与专业学生参与，共同编辑

基于专业案例库落实案例教学基础，深化实训教程，同时也符合学生的实际需

要。为充分发挥土木工程专业案例库建设对课程教学改革的价值作用，进行了全方

位、深层次地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而深入地专业案例库建设对课程教学改革的

影响和意义。基于信息科技化教学条件下实践教学培养，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工程

意识、创新精神，确保实践性教学质量，从教材着手，高效开展土木工程专业实践

教学培养学生的管理、施工的基本能力。

2.结合录制已上线慕课资源，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评价方式，融入线上自学过

程性考核

在线上教学中重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宗旨是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核心

是增强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以达成教学目标。学生通过线上自主学习

获取学习资源进行知识认知，案例知识探究，小组融会贯通，将线上知识内化，课

上的总结报告延伸。教师在线上学习后实施线上学习答疑解惑，并对线上知识进行

课后拓展训练反思。通过课前导学、线上自主学习、课堂重点难点讲解、线上线下

深度讨论、过程性考核等方式，将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模式向以“学生自

主学习为主”的模式转变。

3.教学文件持续改进，“以学生为中心”课程考核改革

结合审核评估指标，在教学设计中，以 FT 课程建设理念为引领，校园北校区建

设项目实施实践课堂进行过程性实践考核，探索混合式考核改革新方法、新路径；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以校企合作共建课程为依托，将企业评价纳入过程考

核中，引入企业岗位考核机制，鼓励学生参与企业岗位考核，激发学生的创新、创

业意识。

（二）教学成果

1.教师方面

1.1 本学期通过结合课程考核改革深入理解，对基于 FT 的《土木工程施工技术

与组织》校企共建实践课程改革研究进行深耕，在课程改革过程中把考核指标列入

了校企共建实践课程改革研究的重要指标，发表论文。

1.2 结合课程考核改革同步进行《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课程线上线下混

合式课程建设，将线上线下混合式评价等方式，融入线上自学过程性考核，从而使

过程性考核不再单一。

1.3 结合课程考核改革进行《土木工程施工技术与组织》校企共建课程的建设，

与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校企共建校外课堂过程中，采用多元评价，

以校园北区建设项目为中心，采取双导师评价，企业岗位多导师评价，强化实践课

堂过程评价，通过实践课堂的课堂活动、学习产出的测评等内容进行实训考核，以

施工过程为引领阶段考核实训项目作业，通过积累及评估取舍形成项目成果。

2.学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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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过本门课程的考核改革以校园北区建设项目为校外课堂，增强学生的实

践动手能力，学生结合真实施工工艺、实物实操、录制视频展示、实践活动 PK 等多

种模式，将零散独立的知识点与具体施工实践相结合，促进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

以学生学习产出测量的结果与效果为依据，以学习目标为导向，不断调整团队协作

任务完成，并阶段总结，持续改进，完成过程性考核。

2.2 学生通过线上自主学习获取学习资源进行知识认知，将线上知识内化，课

后的总结报告延伸。通过课前预习问题导学检查、线上自主学习测试、课堂重点难

点 PK 汇报讲解、线上线下拓展讨论加分增强过程性考核多样性。例如线上自学课点

15-16 砌体工程施工，学生自学分析砌体材料的性能，研讨砖砌体的施工工艺和一

般规定，进行砌体砌筑和构造柱的质量要求检查，通过分析影响砖砌体质量的因素

制定解决方案。学生在接到教师的布置岗位任务书，进入到施工现场进行调研，拿

出调研结果，课上进行汇报，课上教师讲解重难点及专业岗位规范的要求，再带理

论知识进现场进行实操，在实操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题，在施工现场指出解决问题。

实操过后进行总结，再次回到课堂中教师再根据学生的完成情况，进行总结，经过

线上学习到任务调研再到实践操作再到课上总结，实现了问题导向，不断深化的考

核改革。最终实现学生理论与实践能力得到提升。

3.3 通过本门课程的考核改革，培养工匠精神、工程师意识，学生在完成任务

的同时，经过反复地试错、整改，培养学生的一丝不苟的工程师意识和工匠精神。

全面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激发科技强国的意识，通

过参加校赛《校园北区建设项目》设计、施工知识竞赛，为全国大赛的争取到参赛

机会。培养了学生能够从事土木工程专业前沿工作，切实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学生的专业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在企业实践中得到提升。

五、下一步计划

（一）继续充实课程资源

1.继续充实已经上线的“学堂在线”慕课等教学资源。

2.依托产业学院，完成《建筑施工技术实训》的编制用于学生的实践指导中。

（二）教学研究

以课程建设为依据，申请学院及以上级别的教学研究项目。

（三）加强校企合作共建实践课堂

进一步拓展校企合作，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真学真做掌握真本领。改革成

效，学生方面通过考核改革增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结合真实施工工艺、实物实

操、录制视频、实践活动 PK 等方式，将零散独立的知识点与具体施工实践相结合，

促进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不断调整团队协作任务完成，阶段总结，持续改进，增

强过程性考核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