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课程诊改试点 

验收报告 
 

一、课程概况 

《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是工程造价与工程管理专业的专

业核心课程，3.5学分，56学时，4 学时/周。从 2007 年工程造

价专业设立之初即开设，课程累计已经开设 11年，累计授课人

数超过 7 千人。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熟悉工程造价全过程动态确

定（即计价）与控制的基本原理，掌握建设工程各阶段工程造

价的控制理论和控制方法，运用典型、真实的工程项目案例分

析的训练，使之逐渐具有工程造价的控制能力，为将来在工程

造价岗位上较好地完成工程造价控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过近三年的建设，积累了完善的基本教学文件，完成了

课程部分教学视频、微课的录制；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相关素材

用于教学，丰富了本课程的教学资源；建设了在线资源类型多

样，内容丰富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网站，且教学设计、教学实

施、自主学习等功能较完备。本课程已经从校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发展成为2016年广东省高职教育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

目，目前正在建设过程中，年底将接受验收审查。 

二、课程建设的主要措施和效果 

在原课程组的基础上精挑细选，以“愿做事、肯做事、会



做事”的教师，组建课程诊断与改进工作小组。通过定期召开

专题教学研讨会、集体备课等活动，学习教育部职成司《关于

印发<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

行）>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168 号）、广

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

改进试点工作的通知》（粤教高函〔2016〕299 号）等文件精神，

进一步明确把握学校对课程自我诊断与改进项目的具体要求。

围绕课程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课程文件建设情况、教学团队

建设情况、教学条件情况、课堂教学情况、课程考核情况 6个

一级指标，23 个二级指标逐一进行重新梳理，自我诊断，发现

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经过一年的改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课程定位符合工程造价和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符合建设工程行业对工程造价及工程管理从业人员职业岗位的

要求。明确课程建设目标是把本课程建设成为广东省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分年实施建设规划，课程建设实施方案具体可行，

具有可操作性。 

2、课程标准符合工程造价和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基本要

求，融入了工程造价行业最新的施工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具备

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与完备性。教学计划满足人才培养方

案及课程标准的要求与规定课时（32 理论学时+24 实践学时，4

学时/周），并结合教材、教学设施条件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安

排合理。课程单元设计以课程标准为指导，以项目（任务、案

例）为载体，教学过程有效地体现了“理实一体”的教学设计



及组织形式；实训项目（内容）任务化建立了完整的任务单、

指导书和学生《实训报告书》。教学课件按照课程单元教学设计

（实训项目设计）进行制作并实时更新。 

3、课程组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 4名，教学团

队的职称、年龄、学位等结构合理，能有效满足课程教学要求。 

 

  

 

 

4、学校图书馆有大量的，可利用的课程图书包括相关的技

术标准与规范，为课程学习提供了有利支撑。教材选用“十二

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工程造价控制与案例分析》，满足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关于教材选用要求及课程标准的要求。现有

实训条件完全能够能保证课程设置中规定实训教学，且学校具

有比较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并为课程实训教学提供良好的条

件。 

5、课堂教学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并提出了通过教学使学生

具有确定和控制建设工程各个阶段工程造价的能力和掌握工程

造价确定的方法以及各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理论与方法的，明

确的能力目标和知识目标。教学内容以江夏理工大学 6个单项



工程、任务为载体，注重学生的参与，课程内容的引入、驱动、

示范、展开、讨论、归纳、解决、提高、实训等过程的实施有

条不紊；突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将职业道德、职业态度的训

导及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贯穿于实训项目教学中。以学生为主

体（中心），关注学的过程，通过工程实际的案例分析，灵活运

用行动引导教学法，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思

考与实践，使学生在掌握该门课程知识、技能的同时，培养了

学生的学习能力。 

6、课程考核以课程标准为依据，重点考核学生职业技能和

职业素养，既有过程性考核，又有终结性考核。同时建立了课

程试题库，学生可以在网上和移动端进行练习与自测。每次期

末考试后都会对课程成绩进行分析，分析试题的覆盖面，难易

程度以及学生的掌握情况，提出对以后教学的改进方向。 

三、课程建设特色与创新 

1、构建了课程“理实一体”的教学模式。 

《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课程组经过 11年的教学实践与探

索，围绕工程造价确定与控制的业务流程和典型工作任务，重

新优化整合、设计课程内容，逐步构建形成了以建设工程各阶

段工程造价控制为主线，以确定项目工程造价为载体的“理实

一体”的教学模式。 

2、形成了内容丰富，“能学、辅教”的教学资源。 

根据工程造价控制的工作内容，围绕建设项目不同建设阶



段工程造价控制工作的过程，以体验式教学方式为主，完善和

优化《工程造价计价与控制》课程教学实施文件，包括课程标

准（1 个）、授课计划（1个）、电子课件（26个）、单元设计（28

个）；同时针对学生在“互联网+”时代学习特征，开发制作微

课程（40个），以及最新法律法规应用、施工方案、工程计价实

例、教学案例、专题讲座、素材资源、实训指导书等拓展资源，

满足教学实施的需要及帮助学生自主化学习。 

3、引入了“蓝默云班课”APP，实现课堂翻转。 

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成功引入“蓝默云班课”APP，有效

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沟

通变得更加顺畅，同时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与记载进行实时

反馈，为学生打开一条课堂之外的学习通道，使学习变成了一

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4、搭建了多终端的自主化学习平台。 

在原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学习空间，

优化与丰富教学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自我训练、扩充性学

习以及教师教学与交流提供功能强大的教育平台。 

 

四、存在问题与解决措施 

经过近一年的改进，本课程的建设有了较大的进步，但逐

一对照课程诊改考核指标进行梳理，发现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具体体现与措施如下： 

1、 尚未制定课程教师讲授资格准入标准。 

措施：按照学校教师引进的标准，结合课程本身的授课要

求，研究制定教师讲授资格准入标准（包括学历，职称，年龄，

企业工作经验等）。 

2、没有企业人员参与课程教学。 

措施：在学院现有校企合作单位中，筛选有一定水平和教

学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课程教学或指导学生的实训。 

3、已建立课程的试题库，但没有实施教考分离。 

措施：在原试题库的基础上增加，完善，优化课程相关试

题，按照学校在线学习平台的要求重新格式化试题库，利用网

络逐步实施教考分离。 

4、尚未对成绩不达标（重修学生、转专业学生）制定帮扶

方案。 



措施：组织课程组教师深入研究分析学生成绩不达标的原

因，学习障碍，心里因素，制定相应帮扶方案。 

 

五、自主诊断意见 

本课程经过近一年的建设与改进，无论在课程建设规划及

实施方案、课程文件建设方面，还是在课程教学条件的改善、

课堂教学的实施及课程考核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本次诊改有

效。但课程改进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我们的课程要进一步

改进与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