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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证书制度下以书证融通重构建筑设计课程体系
研究

董� 晶*� 段长春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 广州� 524400

摘� 要：当前需以课程标准重构为切入点，并以此带动课程大纲和课程资源库建设。具体的课程体系重构对策为，

强化产业调研联合开展课程标准重构、引入互联网思维助力课程大纲的重构、以实用为原则分阶段开展资源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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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制度作为我国职教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使基于工作过程的职教要求落在了实处，也为当前所提出

的产教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立足于笔者的专业视角，在“���”证书制度下以书证融通重构建筑设计课程体系，构

成了当下落实基于工作过程和助力产教融合的具体体现。建筑设计课程体系主要由：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课程资源

库、校本教材等要素组成。在书证融通背景下，需寻找到重构课程体系的切入点，带动其它要素的优化与完善工作。

当前需以建筑设计课程标准重构为切入点，并带动教学大纲和课程资源库建设。课程标准作为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而

存在，后两者则需在产教融合的路径中作出动态调整。这便构成了本文立论的出发点。

1��相关研究述评

�����相关研究概述

张蕾（����）认为，为更好地实施“���”证书制度，需结合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把职业资格考试

内容和工作岗位内容融入课程教学，调整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有效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罗乐霞

（����）对专业原课程体系与���证书培养要求对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需把技能证书技能培训作

为基础，重构以能力为本位的模块化教学体系，探索���职业能力培养和专业课程体系相对应的建立方法。郭宇

（����）认为，需据“���”证书试点内容，探索课证融合方式、课程体系重构方法和路径、模块化课程改革思路，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李林蔚（����）以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为例，基于教学方式、教学理念、课程教材以及校企合

作等方面，对“���”课证融合的课程体系现状进行了分析。李林蔚（����）认为，构建课证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是

实施“���”证书制度的有效举措，科学、规范、合理的课程体系能够有效推动���证书制度的实施���。

�����相关研究评析

上述研究所形成的观点为本文的立论提供了启示，但在这里笔者也需指出，目前诸多研究者在探讨课程体系建设

问题时，并未细化对“课程体系”组成要素的认识，这就使“���”证书制度下的相关讨论步入狭隘的视角之中。如

上文所述，课程体系主要涵盖多个要素，其中课程标准、课程大纲、课程资源库等为核心要素，且课程标准又是导引

其它要素重构的制度标准。与此同时，重构包括建筑设计课程体系在内的其它课程体系，还需适应产教融合发展的要

求，即需建立具有区域产业发展植根性的课程体系重构模式，而应放弃从一般原则和总括层面开展主题讨论的传统。

2��建筑设计课程体系重构的着眼点

具体而言，建筑设计课程体系重构的着眼点可归纳如下。

�����着眼于在课程标准中体现书证融合要求

*通讯作者：董晶，����年��月，汉，女，江西赣州，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专职教师，土木建筑

工程设计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建筑设计。

基金项目：����年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校级课题“‘���’书证融通下高职建筑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编号：����6.��）主持人：段长春。



现代建筑设计研究 2021� 第2卷�第6期�建筑设计与研究

32

课程标准作为统领课程体系重构的制度安排，需保持其的相对稳定性。课程标准包含：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性

质、课时数及比例等信息。在书证融合要求下，应重点对理论课时与实训课时数进行调整，以指导课程大纲的内容设

计。另外，为了更好的适应本土产教融合发展，还需对课程性质作出新的回应，如将“建筑识图”课程由专业基础课

程上升为专业核心课程���。

�����着眼于在课程大纲中落实书证融合内容

课程大纲需按照“每课一纲”的方式重构，并在课程标准的导引下展开。落实书证融合的关键为，创新实训项目

与实训开展方式。由“���”的内涵可知，证书教育除赋予学生就业资格外，还需起到精准化开展人才职业能力培养

的作用。因此，这里的“精准化”便主要体现在实训环节，即实训项目和开展方式。笔者建议，教改团队需在挖掘现

有校企合作存量资源的同时，创新与本土企业合作的机制。

�����着眼于在课程资源库践行书证融合实践

加强信息化教学应成为建筑设计课程体系重构的方向之一，且这也为学生建立终生学习系统创造了条件。笔者认

为，当前需重视课程资源库建设，使之成为践行书证融合的实践载体。书证融合突出学生的岗位实操能力培养，在缺

乏充分的企业岗位实操机会时，则需依托课程资源库为学生创造线上、虚拟、可视的岗位情景以为其提供前置性岗位

能力培训���。

3��重构课程体系所面临的挑战

将上述着眼点落地于重构实践中时，将可能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有限理性对课程标准重构所带来的干扰

这里的“有限理性”是指，校内教改团队受制于自身的职教视野局限，在重构课程标准时难免会受到习惯思维的

影响。而且，在产教融合下开展课程体系重构，却因教改团队不熟悉本土建筑产业、企业的岗位需求结构和岗位能力

要求，使之难以做到精准发力。在传统校企合作模式下，校外兼职教师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也难以深度参

与到课程体系的重构之中。

�����忽略学生关切使重构陷入形而上学之中

在对课程大纲的重构中，还会因忽略学生的就业和职业发展诉求，使该项工作陷入形而上学之中。究其原因在

于，在传统认知中把学生群体置于“受动”的一方，即使强调生本原则，也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环节。事实上，在信

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当前的学生群体已经具有显著的就业和职业走向意识，甚至部分学生对建筑行业、

企业的信息把握，优于我们的教改团队。

�����过分突出课程资源库的展现而弱化实用

书证融合下的建筑设计课程体系重构，还存在着过分突出课程资源库的内容展现，而弱化师生对资源库应用的实

效性要求。究其原因在于，在部分院校中建筑设计课程资源库建设，隶属于各层级的专业建设范畴，所以突出内容展

现更易获得专家评委的认可。另一原因则是，教改团队在课程体系重构中未能重视“产出�投入”关系，而陷入到形式

上契合书证融合要求的思想误区���。

4��对策

根据以上所述，建筑设计课程体系重构策略构建如下。

�����强化产业调研联合开展课程标准重构

教改团队应走出对课程体系认知的舒适地带，即准确把握“���”的内涵并深入调研本土建筑行业的岗位需求信

息。这里的重点为开展联合课程标准重构工作，即可在产教融合框架下将企业骨干力量纳入到教改团队之中，他们的

任务便是对校内团队所做的课程标准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和建议，并重点对实训课程标准提出企业要求。

�����引入互联网思维助力课程大纲的重构

教改团队应主导课程大纲的重构，但需在互联网思维模式下倾听学生的声音。笔者建议，教改团队需依靠辅导

员、班主任队伍，搜集汇总往届毕业生的就业信息和对岗位能力要求的感知。笔者建议，可采取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

进行。同时，教改团队还需就书证融合下的教学实践效果，听取在校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教改团队可与班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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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学生代表等以座谈的方式展开。

�����以实用为原则分阶段开展资源库建设

课程资源库建设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量较大，所以在重构之初应以实用为原则，分阶段开展资源库建设。

笔者建议，当前应解构证书所涵盖的技能点，并以虚拟、可视的��技术为学生创设出岗位工作情景，并以建筑设计中

的框架结构设计、造价概算、智能楼宇项目规划等为任务，嵌入到课程资源库中，师生可在3�端和移动端实用。最后

指出，教改团队需重视校本教材建设，使教材体例和内容契合书证融合要求���。

5��总结

本文认为，重构建筑设计课程体系需适应产教融合发展的要求，即需建立具有区域产业发展植根性的课程体系重

构模式，而应放弃从一般原则和总括层面开展主题讨论的传统。为此，教改团队应走出对课程体系认知的舒适地带，

即准确把握“���”的内涵并深入调研本土建筑行业的岗位需求信息；教改团队应主导课程大纲的重构，但需在互联

网思维模式下倾听学生的声音；课程资源库建设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量较大，所以在重构之初应以实用为原

则，分阶段开展资源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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