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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技术融于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的研究

赵香玲 杨宫印 王丰仓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 要：在“双高计划”专业建设提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背景下，依托地铁铺轨BIM技术应用实践模
块的顺利实施，对城轨工程BIM技术应用教学中学生实践创新创业能力的提高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以
学生为中心的城轨工程BIM技术应用实践教学课程改革模式：采用真实BIM项目为载体，以BIM项目实施流程为教学
主线，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促使学生将理论学习和生产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解决实际企业生产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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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提高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成为增强国家全球竞争

力和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和方法[1]。

目前，我国的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正处于探索阶

段，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了许多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相关

的政策，对创新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在不断地增长，然

而，我国的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距离真正的健康稳定

成长尚有很大的差距[2]。城轨工程BIM技术应用是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实践课，通过本门课程

实践训练，能够使学生将该专业所学的专业核心课、专

业基础课等课程专业知识进行综合训练。注重培养学生

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目前已经有许

多高校通过开展各种教学改革，以提高其教学质量[3]。

本文以城轨工程BIM技术应用课程教学中地铁铺轨施
工BIM技术应用模块教学为依托，对本门课程教学模式和
内容进行改革探索。以真实地铁铺轨BIM项目为载体，在
具体项目的实施过程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

时，通过参加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赛，在竞赛中检验学

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1 地铁铺轨施工 BIM技术应用教学模块教学思路

为了更好实施双高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拟对城轨工程BIM技术应用课程教学培养模式进行教学改
革，采用已经实施过的真实BIM案例开展本模块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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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让学生在接触实际BIM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
问题，培养学生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其BIM实施的实际路径为课程思政案例设计思路，
开展课程思政实施教学活动。基于智慧职教云课堂，采

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以“施工图识图-铺轨施工
技术交底学习-分模块BIM模型创建-模型组装-碰撞检查-
工程属性添加-模型轻量化-导入BIM5D管理平台-BIM模
型与施工资料关联”为主线开展教学活动，在各个教学

环节开展的过程中添加思政元素。将真实工程案例的实

施过程，作为可重复使用的“虚拟教学环境”，将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扮演BIM实施过程中不同角色，在具体实践
的过程中体会真正的岗位职责、社会责任意识，大力弘

扬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地铁铺轨施工BIM 技术应用教学模块实施过程

以真实BIM实施案例为载体，依托智慧职教云课堂和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专业《城轨工程BIM技术应用》网
络课程，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利用铺轨施工虚拟仿真、

现场施工照片、技术交底文件等教学资源，采用了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了“地铁铺轨施工BIM技术应
用”教学活动。教师组织教学任务，师生双方边讨论、

边学习、边实操、边总结，严格做到“理论和实践交替

进行，直观和抽象交错出现”，突出学生动手能力和专

业技能的培养，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2.1  地铁铺轨BIM模块教学内容及目标
地铁铺轨施工BIM技术应用以真实工程案例为载体，

以真实的BIM实施路径为教学内容设计的主线，开展教学
活动。整个教学活动实施的各环节，以教师引导、启发

为辅，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以真实案例的实施为载体，

培养学生铺轨施工BIM技术应用的建模思路、方法、模型
精细度的评价标准等，同时，通过运用BIM软件构建施工
模型，直接考核学生“工程语言”的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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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铺轨模块学习的重难点是施工图纸识图、可视

化技术交底、BIM模型创建及应用。通过本教学模块的
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地铁铺轨施工的工艺流程，能够看

懂铺轨施工图纸，掌握道床、道床钢筋、扣件、9号道
岔、铺轨设备模型的创建方法，能够将不同部分的模型

组装，能够利用碰撞检查进行施工图纸会审，能够使用

BIM5D管理平台进行精细化施工管理。同时，具备过
硬专业实践能力，兼备严谨务实职业素养，丰富专业技

术知识，兼备崇高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完成独立思

考、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2.2  地铁铺轨课堂教学开展过程
本模块教学活动的开展是在学生具备了一定专业知

识和BIM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教学活动。学生在前导课程学
习过程中已经完成了，轨道工程施工、BIM技术应用及地
下铁道施工等课程的学习，为教学顺利实施已经打下了

坚实基础。模块教学分为课前准备、课中实施及课后拓

展三部分。

2.2.1  课前准备
课前教师通过智慧职教云平台，将小组任务单和

BIM5D管理平台登录账号、地铁铺轨施工图纸、铺轨施
工过程中的现场照片、铺轨施工技术交底文件、轨排组

装、吊运、铺设虚拟仿真动画及铺轨施工综合基地三维

漫游动画等资料发送给学生。

通过发放小组任务单，明确小组任务，使学生能够

在真实铺轨施工项目中有机会扮演不同角色，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学会团队协作精神。借助铺轨施工照片，读懂

铺轨施工图纸，专业知识对接实际施工，学生身份对接

铺轨施工技术人员，切身体会职业技术岗的技术素养。

运用铺轨施工虚拟仿真动画，学习铺轨施工技术交底文

件，通过新技术的应用突破弥补传统技术的不足。

2.2.2  识图和施工工艺难点破解
引入已经完成的轨排铺设线路图，结合现场隧道内

所布置的控制标，对照施工平面、纵断面图，采用“3D+
现场实物+二图”解决线路图识图问题。地铁铺轨施工线
路平面和纵面图识读，曲线道床横断面图中，重点学习

超高设置问题，地铁铺设时采取线性变化设置半超高，

引入现场照片和BIM模型，识读框架板图纸和实物的具体
对应关系。地铁线路跨越地裂缝时，以框架板代替常规

道床来保证地震时地铁轨道的安全性，培养学生要创新

意识

线路控制标测设布置按照地铁铺轨施工规范，间隔

5m加密标，现场照片展示布置与隧道一侧，地铁铺轨线
性控制，采取增设加密标，理论上加密标设置越多线性

控制越精细，但过多加密标对施工有一定影响，加密标

如何设置最合适，反应到实际工作中如何把握一个度的

问题。轨排组装和吊运（图1、2），轨排组装和吊运对
照仿真动画、现场拍摄视频和技术交底文建讲述施工工

艺，轨排吊运的方式、设备及速度等的合理科学控制，

关系到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通过施工工艺的学习，熟

知地铁铺轨施工的具体工艺，为后续BIM施工模型创建打
下基础，思考各模型件之间的组装方式。

2.2.3  地铁铺轨施工BIM建模创建
教师讲授其中一种道床和道床钢筋BIM模型创建的方

法，通过操作演示建模过程，并录制建模过程视频，将

其上传智慧职教云课堂。学生按照图纸创建道床、道床

钢筋、扣件、道岔、铺轨基地模型、铺轨设施BIM模型，
通过数字虚拟建造铺轨模型，体验按图施工，培养学生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时，利用新技术提前发现施工

中可能遇到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应对将有可能的施工

风险的能力。

2.2.4  模型组装、添加工程属性、碰撞检查
以小组为单位完成铺轨模型拼装，模型组装培养团

队协作意识、严谨、严要求的工作作风。同时，各小组

完成工程属性添加，模型属性添加，培养学生如何将

无任何属性的几何构件如何和工程施工联系起来。整个

铺轨施工模型组装完成之后，进行碰撞检查，模型碰撞

检查，培养学生利用新技术、施工规范等完成施工审图

的能力。最后，完成铺轨基地布设，铺轨基地的综合布

置，培养学生要有全局意识和综合考虑问题的能力。

2.2.5  模型轻量化、上管理平台
首先将碰撞检查优化后的模型，按照施工规范修改

施工模型，通过模型优化，培养学生使用规范、严谨

务实的工作精神。将修改后的模型轻量化处理上传至

BIM5D管理平台，模型轻量化，体量减小并未改变模型
的实际使用属性，培养学生简化工作环节，但不能丢到

关键点。施工模型与施工资料关联，施工资料与模型相

关联，利用BIM技术实现精细化管理施工的方法。铺轨施
工BIM模型创建和应用思路总结，养成良好的学习总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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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注重学生素质教育培养。

2.2.6  课后拓展
按小组分发新的铺轨施工图纸，按图完成铺轨施工

BIM模型创建、模型组装、碰撞检查、轻量化处理、模型
上传平台等任务。以任务驱动与行动导向为主，提高学

生的动手积极性。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养成独立

思考的习惯。

3 借助大赛提升学生实践创新创业能力

课程教学完成后，恰遇2022年全国仿真创新应用大
赛，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组织学生报名了

本次大赛的仿真创新设计赛道-建筑仿真设计。依据赛项
指导文件，查阅大量已有资料，将BIM与仿真结合进行参
赛作品创作。

3.1  利用BIM技术建立精细化仿真模型
以实际地铁车站施工图纸为建模蓝图，进行仿真模型

创建。按照1：1创建了某地铁车站BIM模型（图3），该
站为地下暗挖单拱二层岛式站台车站，车站长224m、宽
24.40m、高20.01m，同时完成了17个出地面附属结构口。

3.2  地铁站火灾模拟

将利用BIM软件Revit创建的地铁车站模型输出DXF
格式，导入Pyrosim2018并对部分材料进行重新定义与编
辑。基于BIM技术能够更加便捷的进行协同设计和信息传
递，通过BIM模型和FDS软件相结合的模式，提升了FDS
建模流程

分析地铁车站发生火灾后，其危害性主要有：有害

烟气的浓度、火灾高温以及浓烟视觉遮挡，三者直接影

响人员逃生状态，因此此次模拟主要针对车站内的关键

位置进行模拟。根据模拟结果分析站台层和展厅层的火

灾情况。经过为期三个月的精心准备，在2022年全国仿
真创新应用大赛仿真创新设计赛道-建筑仿真设计获得全
国二等奖。

结论

通过城轨工程BIM技术应用课程铺轨模块教学实施探
索创新改革，得出一下结论：教师是教学活动实施过程中

的策划者、引导者和监督者，课堂教学环节设计应围绕

“怎样提升高职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这一关键点进行精

心设计；学生在模块教学实施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通过

真实BIM项目实施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通过创
新大赛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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