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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建筑信息化课程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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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顺应新工科理念，传统工科课程的教学目标及教学模式亟待更新完善。建筑信息化课程存在缺

乏系统工程理论知识体系的学习、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割裂，忽略学生作为认知主体的地位和教学效果反馈不及

时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剖析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能力培养目标，强化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贯彻以研促教、以赛

促教、科教融合的理念，进行了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究，以实现知识-创新-人文的三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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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new engineering concept,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mode of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courses need to be updated and improved.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systematic 
engineer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system learning in buil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the separa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industry needs, the neglect of the status of students as the main cognitive body and the lack of timely feedback 
of teaching effect. By analyzing the objectives of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culti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strengthening students' cognitive subject status,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promoting teaching by research, promoting 
teaching by competition, and integrat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reform of SPOC blended teaching mode has been explored 
to realize the three-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innovation-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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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顺应国家战略新需求、国际竞争形势及立德树

人新要求，我国在 2016 年率先提出新工科。它为工程

教育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以立德树人为出发点，以

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

与融合、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培养多元化的应用型、

技术型创新人才[1]。2023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中提

出，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教育机制高质量发展[2]。

在此背景下，建筑信息化课程应运而生，不仅对工程管

理专业学生的心态及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还对授课

教师的教学模式提出新的挑战。 
1 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能力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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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相比，新工科更加重视对学

生工程分析、以工程技术为导向的解决实际问题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随着互联网和多个新兴技术的涌现，又

要求教师制定满足工科学生发展及社会需求的学业标

准体系和核心素养体系，创新学与教的方式，打破固有

工科思维，注重传统学科知识的改造及前沿知识和学

科交叉知识体系的建设[3]，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强化

学生的认知主体地位，让学生参与、提升、领悟及创新，

建设闭环质量持续改进体系，使学生掌握建筑工程的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和管理方法，培养高质量

的工程管理创新应用型人才。 
2 建筑信息化课程教学存在问题 
课件＋板书的“填鸭式”传统教育方式弊端重重，

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风气较差[4]，不能满足建筑数字

化转型的知识需求。建筑信息化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

如下：①缺乏系统工程理论知识体系的学习。目前课程

教学多以工程制图、BIM 学习等软件为主，而建设项

目是一个复杂系统，在信息集成与管理中充分体现系

统性思维，因此亟需加强相关教学与知识传授，旨在让

学生学会用全局观去看待信息技术在建筑业转型升级

中所发挥的作用。②课程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割裂。当

前高校学者对于建筑信息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云计算、

人工智能及智慧城市等前沿领域，对系统科学、精益建

造等行业知识需求重视度不足，前沿理论未及时进入

课堂教学内容中，无法实现服务行业发展的目标。人才

培养方案未体现信息化最新研究成果，脱离工程管理

专业背景，无法实现以研促教，科研与教学存在割裂点，

不仅加重教师的工作负担，还导致科研资源的浪费。建

筑信息化教育需依托前沿讲座，但目前建筑信息化课

程中的前沿讲座课时严重不足，成熟度尚待提升。③忽

略学生作为认知主体的地位。建筑信息化课程过于注

重软件的教学及知识灌输，不重视学生问题意识的培

养，教师带着问题上课，留下答案下课；在课堂教学中

未明确课堂教学目标，课后忽视对教学效果的检测；课

堂上未设计有效的活动板块，忽略学生的思考成果，不

利于锻炼学生自学能力、专业创新能力和理论联系实

际能力[5]。④教学效果反馈不及时。建筑信息化课程学

习评价方式主要以结果性评价为主，通过期末考试的

卷面成绩及平时出勤率作为最后成绩评定的考核标准，

缺乏对学生课堂活跃度、表现度及思政方面的考量。在

教学内容抽象、学生跟不上进度的情况下，教师无法及

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而对教师的评价也仅有期末教

学评价，教师难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授课

模式和教学进度。教学效果反馈不及时也会导致无法

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3 新工科背景下建筑信息化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

改革 
建筑信息化课程基于智慧教育理念、OBE 教育理

念、STEM 教育理念[6]和持续改进理念，进行 SPOC 混

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即线下教学结合有针对性的小规

模线上课程[7]，采用两空间（线上、下）-三时段（课前、

中、后）-四环节（自学、测试、讨论、反馈），其中

线上为基础级，线下为拔高级。课程把专业知识体系讲

授与创新性思维培养相结合，增强学生运用前沿理论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融合思政元素，构建新工科多元融

合教学模式，实现知识-创新-人文的三维发展。 
3.1 丰富线上资源与教学手段 
建筑信息化线上教学资源是基于“有重点，有创新，

有目标”的“三有”目标所确定的。从“教学-科研-应用”
体系出发，发挥智慧教学平台的动态性、可视性及交互

性。 
3.1.1 灵活使用智慧教学平台 
运用 SPOC 平台，教师在课程公告栏上发布教学

安排及调整等信息，方便学生及时掌握教学动态，合理

安排学习时间及做好上线下答疑课准备，还可以结合

时事热点和前沿动态，提前在平台上发布话题让学生

讨论并引出课程内容。设计重点知识 PPT 课件板块，

让学生可以不受空间与时间的约束，随时查看线上线

下所有课件及作业。学生在线上课程的遇到问题可以

在讨论专区留言，同学相互点赞评论，促进学习积极性。

教师应及时搭建网络交流讨论群，便于后续进行集体

答疑指导。智慧平台的搭建有利于建立师生关系，营造

探索未知的学习氛围。 
3.1.2 整合课程资源与试题库 
在 MOOC、UOOC 和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

课程联盟平台等网站整合与建筑信息化课程教学内容

与目标相契合的精品课程，上传到 SPOC 平台，并分

专题供学生课前预习、教师课中授课及学生测试、学生

课后复习。除此之外。教师应优化数字化教学课件，借

助多媒体技术，将课程内容、动画与视频交融在一起，

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有效区分重难点，提高学习质量。

教师还应根据对课程多年的教学经验，将每个专题的

重难点编写为不同类型的测试题，构建数字化试题库，

通过智慧教学平台发布在线测试任务及课后作业。教

师通过分析线上测试及作业情况，可进一步优化教学

内容及资源，在线下课程针对性引导学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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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革线下教学方式与内容 
建筑信息化线下课堂内容是基于“有内容，有活力，

有创新”的“三有”目标所确定的。线下的知识强化是

SPOC 混合式教学的核心环节。 
3.2.1 完善培养目标与教学方法 
通过分析国家政策和进行行业调研，分析数字化

时代对工程管理人才的具体需求，将培养目标细化为

知识需求和能力需求，根据培养目标相对应地重构课

程体系，鼓励学生利用课程所学技术及思想参加大学

生创新性研究项目等，贯彻以研促教、以赛促教、科教

融合的理念。采用翻转课堂、问题驱动和交互研讨等多

样化教学方法，把具体专题中所存在问题作为切入点，

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并以汇报或展示的形式在课

堂上进行分享。教师应设置探讨环节的内容：①结合线

上自学重点问题，强化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路及方法培

养；②针对国内外专家最新研究内容，引导学生利用发

散性思维去看待。课上还可运用头脑风暴、小组 PK 等，

丰富课堂教学方式。最后是利用 SPOC 平台，实时进

行教学反馈，与时俱进，灵活使用在线弹幕、词云和红

包等增加课堂互动次数，为课堂增添趣味。 
3.2.2 增加行业前沿讲座学时 
开展建筑信息化相关讲座，激发学生兴趣，使其更

深入地了解建筑信息化的内涵和知识脉络，形成系统

理论体系，为建筑业输送具有迎接建筑业信息化变革

的心态及能力的高质量工程管理人才。讲座分为理论

前沿和行业应用两大方向。理论前沿部分邀请高校或

研究院中与建筑业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相关的科研

工作者，讲座内容涉及数字孪生城市等；为丰富讲座内

容，可与相关院校团队建立师资共享制度，支持跨学科

组成多元化教学团队。行业应用部分邀请经验丰富的

数字化管理专家，对港珠澳大桥、5G 基建等示范工程

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及管理方法进行分析，使学生切

身体会到课堂知识是如何应用到实际案例中。 
3.2.3 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 
建筑信息化是用前沿技术与管理方法去认识世界

的一类课程，课程以建筑行业的国家战略为大背景，可

让学生深入感受国家经济发展，引导学生立足实际，尊

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让学生明白要结合行业

特征，辩证地看待新兴技术的运用。课程旨在培养具有

家国情怀、职业认同感的新工科工程管理人才以及学

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将教学目标、信息技术和

立德树人进行深入融合，打造“知识-创新-人文”三位一

体的教学模式。 

3.3 采用“过程＋结果”全过程评价机制 
“过程＋结果”全过程评价机制包括学习态度过程

性考核、基础知识过程性考核和综合能力结果性考核

三大部分。 
3.3.1 学习态度过程性考核 
学习态度过程性考核包括课前学习、课堂活动和

课后学习评价三大方面，主要考核学生在线上线下学

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旨在引导学生养成课前

预习、及时复习和巩固知识的良好学习习惯。课前评价

指标包含平台登陆次数、视频观看次数及完整性、讨论

板块上发回帖的次数和专题测试完成率；课堂评价包

含出勤率、提问及回答质量；课后评价包含作业完成度、

课堂笔记整理情况。 
3.3.2 基础知识过程性考核 
基础知识过程性考核内容为学生对每个专题内容

的理解及掌握程度。在课前，学生在 SPOC 平台上预

习之后需完成在线专题测试；在课中，教师随机指定学

生组队进行专题学习结果的展示，从内容、创意和效果

三方面进行评价；在课后，以课后作业的准确率给出分

数。利用 SPOC 平台进行学习监督及管理，及时掌握

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错题展开分析讲解。在此过程中，

学生也将通过问卷对教师的教学模式、打分标准、习题

难易程度等方面进行打分，教师通过学生反馈不断进

行教学模式的调整。 
3.3.3 综合能力结果性考核 
综合能力结果性考核分为知识考核和小组总结汇

报。知识考核延用传统方式，旨在考核学生是否真正理

解透彻知识。教师从建筑业热点问题中提取出多个论

题，学生通过文献阅读、资料收集和小组讨论形成专题

研究报告，并在课堂上以 PPT 或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

展示答辩。教师根据学生在小组中的贡献度和团队汇

报质量进行点评，结合团队意识、个人反思和能力提升

程度进行综合打分。这种课程模式既能拓展学生的知

识面，还能锻炼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案例中解决问

题的能力。同时，学生在学校教学平台上进行课程评价，

不断提升建筑信息化课程开展水平。 
4 结语 
《“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中提到，建筑业迫切

需要构建新发展思路。在此形势下，推动建筑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是大势所趋，重点在于工业化、绿色化和绿色

化三大方面发力并推动三化融合。随着新工科的提出，

对建筑信息化课程提出了新的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

掌握全方位的建筑信息化知识体系，还要求具有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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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心态。教师在课程建设和

教学管理中，应结合行业发展动态，产业需求情况指定

教学体系，运用 SPOC 混合式教学模型，将思政元素

渗透到课程内容中，营造良性竞争氛围，提高工程管理

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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