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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技术专业“课证融通”教学路径的研究和思考

李兆祥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甘肃�兰州�730050

摘 要：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不断要求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市政工程基础设施作为公共服务中的硬件设施，对提

升城市质感举足轻重，同时，也对市政工程建设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严的标准。本文结合市政设施的建

设进程，市政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现状，对高校市政工程技术专业“课证融通”的教学路径进行探讨，重点介绍市政

工程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现状，教师对市政工程所需职业资格证书介绍现状，探索高校市政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课程体系设置、课程标准建设过程中“课证融通”的融入，探索在校教育中融入职业资格证的路径。

关键词：课证融通；职业资格；课程体系；思政教育

１ 引言

市政工程专业包含的细分专业类别多，既有路基、

路面、桥梁、隧道以土建为主的工程，也有以给排水、

供暖、供气为主的管道安装工程，还有绿化、污水处

理、垃圾填埋等为主环境治理工程。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市政工程的建设任务依然繁重，同时，已建成的大

量市政设施需要大量维管、养护人才，为市政工程技术

专业毕业生提供了良好的就业环境，但也对毕业生的专

业理论和实践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行业内对

专业水平认可的主要是以各类职业资格证的获取为体

现。但是目前市政技术的专业教育中仍存在理论知识偏

多，职业资格证知识贯穿偏少的情况，不利于毕业生对

市政行业的融入。面对问题和不足，探索高校在市政专

业在校教育中引入职业资格证知识和主要从业单位介

绍，有助于学生尽早考取从业资格证，尽快融入市政工

程行业。*
2 市政专业教学的现状与不足

2.1  理论教学过多，实践教学偏少
目前市政工程技术开设课程包括基本素质教育课程

和专业课课程，基本素质课程主体以英语、数学、信息

技术、体育、德育等内容为主。专业课程以土木工程制

图、工程力学、桥梁施工、路基路面施工、管道施工、

土木工程检测等内容为主。尽管专业课程的内容与市政

工程“八大员”、建造师等职业资格考试的内容相通，

但职业资格考试更加偏重施工工法，注重操作规范的实

际应用，而课堂课程更多的倾向于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

的灌输，对工程施工细节涉及较少，重点依然是讲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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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内容。因此，将原理性内容和实践结合讲授，也是

目前课堂改革和证书融通的一个方向。

2.2  学生对行业资格证书了解不够深入
专业教育大部分教师重点以课程讲授为主，部分教

师没有在行业内施工、设计单位的从业经历，因此对行

业资格证书介绍不多，部分只是简单介绍“八大员”证

书和建造师证书，但是对于证书的具体考试要求、报考

条件、考试年限、考试课程，以及课程的章节和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所开设课程的对应关系介绍较少[1]。对证书

的用途，获取证书之后对职业前景的预期帮助，可担任

的职务介绍更少。造成学生对土木工程行业的了解不深

刻，学习仅停留在获取学分，顺利毕业的阶段，甚至部

分学生存在职业资格证书距离自己遥远的认识，学习中

的存在认识不足、主动性不够，针对性不强的问题。

2.3  对行业从业单位介绍较碎片化
学生虽然在志愿填报时选择了市政工程技术专业，

但是大部分学生尚未步入社会，对土木工程行业、市政

工程专业的了解比较肤浅，停留在日常生活的认知阶

段。同时，近年来的，学生实习、工作基本分布全国，

很多北方毕业生到南方就业。这就需要教师更加深入、

具体的介绍行业现状、行业的从业单位，主要从业单位

的强项。但教师在介绍行业从业单位的时候，大部分以

只简单介绍部分央企，本地区的从业单位，甚至部分教

师自身了解也不够全面。学校也未专门组织针对主要央

企和本省从业单位对证书需求、持证者待遇等内容的深

入调研，导致证书教学内容不够具体，无法充分发挥证

书对在校学习的激励作用。

3 课证融通改革的路径和建议

3.1  对土木行业证书作系统化的介绍
学校应当组织社会实践能力强的老教师，对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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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进行专题培训，再由老师对证书情况进行介绍。介

绍施工“八大员”的考试条件、培训、报考、考试等内

容[2]。介绍注册二级建造师、一级建造师、造价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的报考条件、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并明确

考试科目的章节内容与人才培养方案开设课程章节内容

的对应关系，对学习能力较强的同学还应当介绍注册土

木工程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证书的考试特点，基础课

和专业课的考试侧重点等内容。通过证书的介绍让学生

树立考取证书的意愿和向往，同时让学生在专业课程学

习过程中就对应到证书考试内容，保证人才培养方案的

课程设置与证书融通，课程标准与就业单位需求融合。

下表简要介绍了市政工程技术专业在课程设置中与施工类

的注册建造师、造价、监理工程师的课程对应，与勘察设

计类的注册结构、土木（岩土）工程师的课程对应。

序号 证书名称 对应课程

1

一级建造师
二级建造师
造价工程师
监理工程师

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工程经济、市政工程概预算、市政工程概论、市政工程
材料、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城市桥梁施工技术、路基路面施工技术、城市园林、管道施
工技术、市政工程施工组织设计、道路检测技术、工程质量事故分析、施工资料编制、

工程制图与识图等课程

2
注册结构工程师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基础课
高等数学、信息技术、大学物理、化学、电工与电力基础、施工组织
设计、工程地质与土质、土木工程检测，工程力学，工程测量，工程

项目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工程监理概论等

专业课
工程力学，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土木工程材料、土力学与地基基

础、工程地质与土质、土工试验方法等

3.2  对行业内从业单位做系统化介绍
对行业从业单位应当从国家层面，省级层面梳理架

构，对主体单位对行业证书的需求，对课程体系设置的

需要进行调研。应当更加系统的介绍目前中国土木工程

行业的主体单位。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下辖中铁一局到中铁十

局，是由原铁道部工程局改制而成，以铁路建设和城市

轨道建设为优势；中国铁建集团。下辖中铁十一到中铁

二十五局，其中：中铁十一至二十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铁道兵的十个师改制，中铁二十一至二十五等是由原

各个铁路局的工程处合并和改制，是以铁路建设和城市

轨道交通为优势；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原隶属原建筑

工程部，以房屋建筑承包、地产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市政勘察设计为核心业务；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主体是由四个公路工程局、四个航务工程师、隧

道工程局、中交路桥建设为主，以公路、桥梁、隧道和

港口工程以公路建设为优势，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起重

机制造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辖的中国水利

水电一至十六工程局，以水利工程、水电站建设为优

势。此外，还有与市政行业联系相对较为紧密的中国能

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组成

了中国土木工程行业的主体架构。学生毕业后的基本以

就业于这类单位或者其下游的分包企业、构配件生产企

业、服务提供企业等。

同时，也要根据学校所在省的省情、相邻省份的省

情，介绍省级的建设从业企业。省级住建系统内的省级

建筑总公司，主要从事房屋建筑设计、施工、监理的

公司。省级交通系统内的省级路桥施工、设计、监理等

公司。省级水利系统内的施工、设计等公司。市级的城

建、建投等公司。本区域、本地区声誉较好的私营土木

施工单位。同时也要介绍省级建设行业的建设单位，交

通投资、铁路投资、机场投资等投资公司和融资平台。

对这些国家级和省级行业主要单位进行系统梳理、分

类，进而有架构的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形成对国家层

面、省级层面，市级层面的土木从业公司的架构体系的

深刻认识。

高校也应当专门组织专门调研，调查主要从业单位

对职业资格证书的需要、待遇等方面的具体规定，适时

调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对于在校生职业资

格证书介教育时更加有的放矢、具体而微[3]。

3.3  加强职业规划引导
在学校教育期间，学生并未深入的涉足行业，大部

分学生对市政行业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日常生活认知层

面，职业规划存在片面化和不实际的现象，就必须让学

生先了解行业，做到“胸中有竹”才能“胸有成竹”。

经过证书的介绍和从业单位的介绍，让学生对这个

行业有了深刻理解和认知，此时帮助学生进行职业规

划，才能做好定位精准，建立课程、证书、就业单位、

就业岗位、发展前景的准确定位。要实现整个过程的顺

利衔接就要在学生在校学期和实习期间提前部署[4]。在

课程标准制定时增加下企业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身处

其中，不仅学习技术方面，更是学习企业制度、企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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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奖惩机制等，身临其境，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其

中的限制条件，才能因地制宜，寻找符合实际和企业氛

围的个人发展突破口。学生就业规划指导应当由具备施

工企业、建设单位等从业单位工作经历的老师做指导，

才能切中要害。在土木行业，尤其在对女生的职业规划

发展进行更有方向性的指导，比如向造价工程师、项目

前期、招投标等方向发展。

实习期应当做到了解从业单位的运转模式、工作初

期应当明确自己的个人发展方向，争取适合自己的工作

岗位、工作稳定期要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准备证书考

取、职称评审、升职等发展目标。因此，在校期间的课

程学习和就业指导老师的指导应当更具针对性，而不是

一概而论，对实习期的岗位定位更有倾向性，对工作稳

定期的证书考取更有目标性，对职称评定早有计划。

3.4  思政教育中融入职业精神
目前，社会经济、文化飞速发展，行业门类更加细

分，新型行业不断涌现，就业渠道更加多元化。加之网

络媒体平台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学生作对网络

信息的产生和接受本身就具有先天优势，而市政工程等

土建专业大专、本科毕业生主要以从事土建施工，以工

地为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工作强度又偏

高，与网络的“精致生活”相比差距较大，这就需要更

加注重职业精神的灌输。

从土木工程行业的发展历史、艺术价值、文化价值，

突出人物、大国工匠等方面为切入点，既介绍古代历史名

建筑、名桥梁、名城墙，也介绍近代现代的著名桥梁、著

名高层建筑。既介绍国内的土木行业发展历史和现状，

近年著名的建设成就，也介绍国外的历史和现状，国外的

著名建筑[5]。从而增强从事土木工程行业的自豪感和荣誉

感，贯穿把工程当“艺术作品”的成就感，培养严谨细致

的工作责任感。有坚持市政行业的勇气和信心，有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有创作作品的专注和主动。

4 结束语

“课证融通”是一个“日日新”的课题，职业资格证

书考试的内容在不断更新，证书的市场需要在不断变化，

各单位对证书的管理制度也在不断调整，行业对证书的

注册管理规定也在不断变化。高校作为市政工程行业培

养后继人才的基地，是学生入行的第一位领路人，也要

做到与时俱进，结合社会的需要，与行业接轨，不仅着

眼在校期间，更要种下毕业生考取证书的强大意愿[6]。科

学的设置课程体系，合理的编制人才培养方案，紧贴现

实需求，注重实用人才培养。在授课过程中，教师更应

当讲授更加多元化的行业内容，不仅局限于理论知识讲

授，更要侧重于实践，偏重深入行业特色，及从业单位

的特点介绍，帮助学生准确找到行业定位，对证书的考

取及早准备，制定职称评定计划，通过在校期间的“课

证融通”，帮助学生以“证”深入融入市政工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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