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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设基础

课程具有实践性强，能够整合在校期间所学课程内容，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深度，是学生

在校期间理论课程与实践操作的一个结合点，是推进工学结合的试验田。

定位：专业核心课程

学时：60学时

课程类型：理论+实

践课（B类）

前导课程
后续课程

建筑构造与算量 、钢筋工程量计算
工程量清单计价

招投标与合同管理、顶岗实习
毕业设计

01 发展历程01 课程定位



一 、建设基础

平面

01 发展历程 省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
重点建设课程

学院教学改革项目

课程开设

2010

2013
2015

02 发展历程

探索项目教学改革思
路、方法和课程体系
重构。

进一步丰富和优化
教学资源，完善考
核体系，深化项目
化教学。

走访调研整合课程资
源。



一 、建设基础

课程
团队

课程
资源

实训
条件

课 标：1套

课 件：20个

视 频：24个

规 范：4套

图 纸：3套

造价工作室

校外实训基地

校内专任教师5名

副教授：1名

高 工：1名

讲 师：3名

校外兼职教师2名

课程
团队

课程
资源

03 已有基础



课程
五纵

质量主体 构成要素

决策
指挥

事前
目标
标准

教学工作委员会
教务处、各系部

课程建设规划、课程建设方案、课程建设标准

质量
生成

事中
设计
组织
实施

教研室、课程建设团队 课程建设方案执行、年度建设计划实施

资源
建设

各系部、校企合作处
人事处、高教所、图书馆

教师团队、实践条件、课程资源

支持
服务

教务处、高教所、财务处、科技处、
继续教务部、后勤处、网络中心

课程设置与管理、课程改革与教学研究、教学运行
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与更换

监督
控制

事中
事后

诊断、激励、学
习、创新、改进

教研室、建设团队
各系部

课堂教学诊断与改进机制、课程诊断与改进机制、
课程建设激励机制、课程诊改报告

全程

监督
预警

教务处、质管中心、就业指导中心、
科技处、继续教育部

对课程设置、任课教师、课堂教学、教学条件、实
习实训、学生掌握程度、学习效果等数据监测预警

数据中心
教务处、校企合作处
各系部

课程发展中心、教务处、实训、课堂、技能鉴定、
企业职业技能需求反馈等人才培养全过程数据管理
系统

数据
平台

《广联达软件应用》课程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架构

二 、自我诊断 制定标准分解目标设定目标



改进 制定改进措施，提升建设成效

创新 创新工作和思维方法，解决存在问题

学习 深入学习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激励 针对诊改情况，设置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诊断 总结建设成效，查找存在问题并分析原因

实施 推进课程建设，开展课程教学

组织 夯实责任分工

设计 细化建设任务

标准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标准、课程标准等

目标 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采取有效措施，
改进实施方案。 改进

分析数据，发
现问题。 预警

围绕监测点，
实时监测数据。 监测

《广联达软件应用》课程质量

监控与数据分析平台

持续提
升课程
教学质

量“8字形” 纵横联动
质量改进螺旋

二 、自我诊断 制定标准分解目标设定目标



工作量计算
职称晋升
教科研奖励

课堂教学
质量在线
跟踪系统

课程资源
条件保障
政策支持
经费投入

年度建设计划
授课计划
教学设计

课程
标准

课程建
设方案

目
标

标
准

设
计

组
织

实
施

改
进

学
习

诊
断

监测预警改进

“8字形” 纵横联动
质量改进螺旋

激
励

创
新

诊断要素
诊断点
诊断指标

目标值
标准值
预警值

完善计划

建设团队
诊断问题
反推建设

行业标准
职教理念
课改理论

研究问题
创新思维

深化教改
优化内容
完善资源

二 、自我诊断 制定标准分解目标设定目标



学院《2016-2020
年课程建设规划》

《广联达软件应用》
建设目标

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工程造价专业《2016-
2020年建设规划》

二 、自我诊断 制定标准分解目标设定目标



诊断要素 2018年度目标与任务

1.课程目标
课程建设目标：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教学目标

2.课程基础

完成课程标准制定或修订

课程标准契合人才培养方案

制订授课计划

授课计划契合课程标准

根据学院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要求选用教材

教案（含教学设计）齐全

教案（含教学设计）符合学院教学工作规范

教案（含教学设计）契合授课计划

授课教师人数达到4人

授课教师满足教学需要

优化教师职称结构

二 、自我诊断 制定标准分解目标设定目标



3.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总数达到100个

视频资源数达到50个

在线学习人数达到100人

实训项目数26个

实训项目开出率达到100%

4.教学改革

教学改革类型：项目化教学改革

项目化教学改革：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内容达到课程教学内容的100%

项目化教学改革：应用班级数占达到授课班级数的100%

考核方式改革：过程性考核3次

二 、自我诊断 制定标准分解目标设定目标



5.课堂教学

按照授课计划开展教学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签到30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活动达到70次（包括投票/问卷/课堂表现/答疑/讨论/头脑风
暴）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测验、作业达到35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测验、作业学生成绩平均优良（80分以上）率达到60%

6.教学效果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教学满意度测评达到35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教学满意度平均值达到95%

正方教务管理系统：授课教师评教平均得分达到93分

总评成绩：及格率达到95%

总评成绩：优良率达到42%

总评成绩：平均成绩达到80分

二 、自我诊断 制定标准分解目标设定目标



二 、自我诊断 制定标准分解目标设定目标

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标准

师资标准 在线课程建设标准

微课制作标准

课程建设规划

课程诊改制度

知识标准

技能标准

素质标准 试题库建设标准

理实一体化教材

实施运行监控

运行效果评估

课程标准 教学团队标准 资源建设标准 课程质量标准



知识目标：60个
能力目标：60个
素质目标：4个

知
识
目
标

骨干教师：2名
双师教师：5名
兼职教师：2名

团
队
目
标

多媒体教学：60个
信息化教学：

蓝墨云
智慧职教

教
学
手
段

项目载体：
砖混结构、框架结构
框剪结构、剪力墙结构

情境：3个

内
容
目
标

视频：60个
题库：

案例5个
练习题15个

教材：1部

资
源
目
标

项目化教学改革
考核方式改革：
过关式能力考核平台
电算化技能取证

教
学
改
革

二 、自我诊断 制定标准分解目标设定目标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01

03

04 02

申报
在线开放课程

改进
教学方法

构建
考核评价体系

融通
课程考试和技能证书

课程

 课程设计



 考核方式设计

在线学习进10%

练习吧测试20%

课程总评成绩100%

平时考核成绩30% 过程考核成绩70%

签到5%

课堂表现10%

作业/小组任务15%
线上实做测试40%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监测点设计

课程设计
课程标准
授课计划

课程改革方案、作业

资源建设

取证率实训基地

教学组织 课程反馈

广联达技能认证等取证率达
50%

实训基地硬件设计
实训基地内涵建设
实训基地使用频率

教材、教辅资料
微课、微视频
任务书、指导书

学生出勤率、教师出勤率
教学资料完整性、学生任务完
成情况、教学内容完成情况

过程性考核成果
学生成绩双60%、课程成绩分析
课堂满意度调查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序
号

姓名 职称 工作职责

1 刘盛辉 讲师
课程负责人、审定课程建设规划、监督诊
改推进

2 赵淑敏 高工
完善课程建设规划、优化课程设计、修订
课程标准、完善评价体系

3 王 娟
副教
授

优化学习任务、完善授课计划、完善课程
建设规划、制订课程改进举措

4 蒋桂梅 讲师
优化课程项目任务设计、实施课程教学、
完善课程管理制度

5 李常茂 讲师
完善课程教学评价、课程教学组织实施、
诊改监测点数据分析

6 岳 滨
企业
兼职
教师

参与课程规划、跟踪企业生产课程教学动
态

7 乔飞龙
企业
兼职
教师

参与课程规划、跟踪企业生产课程教学动
态

企业兼
职教师

专家
团队

课程负
责人

骨干教
师

校内兼
职教师

形成课程负责人推动、专家团队指导，
骨干教师实践、校内外兼职教师协同

课程团队与分工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02 修订各类标准

修订课程标准
修订课程资源建设标准
课程质量监控标准

01 完善课程建设规划

03 加强课堂组织

工作任务驱动法
理实一体化教学设计
尝试混合式教学手段

04 创新考核评体系

网络在线测试

采用多元化课程评价手段;

践行课证融通机制.

实施要素

课程教学内容与岗位任务对接;

课程实训条件建设;

课程教学团队优化;

教材与教学资源建设.



造价3164造价3162 造价3163造价3161

教学实施班级（183人）

实施班级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教

师

课前准备1

教学标准

多媒体课件授课讲义 课后作业

教学日历 学

生
智能手机 笔记本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课堂教学2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课后练习3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目标 课前
学情分析：

92.12%的学生都能进行教学

资源的学习



目标 课前
学情分析：

92.12%的学生都能进行教学

资源的学习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目标 课后
通过作业练习系统分析学生掌握知识情况，通过查看得分情况

实时掌握学生知识薄弱环节。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根据课程建设目标任务和标准，从课程建设和教学运行两个

方面，确定21个质量监测点。
监测内容

1.召开课程团队会议，检查阶段任务，监测课程建设进展；

2.期初、期中、期末教学检查，监测教学开展情况；监测形式

3.开展课程满意度测评，监测教学效果。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三 、改进实施



质量监测点 二级预警值 一级预警值

学期授课教师最少人数

按建设目标完成

进度预警

2人

授课教师满足教学需要 每周授课课时不超过20

课程资源总数 不低于50个

动态资源数 不低于50个

在线学习人数 不少于80人

实训项目数 不少于20项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签到 不少于20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活动 不少于50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测验、作业 不少于20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教学满意度测评 5次

课堂移动教学助手课堂教学满意度平均值 95%

正方教务管理系统授课教师评教平均得分 93

总评成绩最低分 80

…… …… …… …… …… ……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三 、改进实施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组织

实训基地
使用优先

建立和完善诊
改激励机制

课程硬件
优先满足

课程软件
优先满足 教研项目

优先考虑

技能培训
优先考虑

年度考核
优先考虑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广联达软件应用》课程教学团队

集中备课
交流研讨

专业技能
师资培训

技能大赛
教学竞赛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创新

添加
标题

课程考核与技能证挂钩

考核方式为全过程考核

与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A

C

B

D

资源建设

加强师资技能培训，
优化教师团队梯度。

测评考试系统建设

寻找典型工程项目
加大练习力度

提高取证率

师资队伍

加快网站资源建设，丰富
视频、试题库等资源。

加大宣传力度，
加大培训力度

三 、改进实施 设计 组织 实施 诊断 激励 学习 创新 改进



四 、取得成效

01 成绩分析

优秀人数比例 平均成绩 及格人数比例

40.68%

83.33

100%

54.55%

84.15

100%

图表标题2015级 2016级



四 、取得成效

02 考核评价体系



03 在线开放课程

四 、取得成效



04 学生取证

四 、取得成效



05 学生作品

四 、取得成效



五 、存在不足

一、课程资源：进一步丰富课程资源

二、精品在线在线课程：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在线学习人数

三、软件应用技能取证率：积极动员，加强练习



六 、下轮措施

完善网络课程内容，申报学院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编写理实一体化教材（钢筋土建合订版本）

优化考核方式,增加2套标准工程入测评题库

聘请企业精英3名加入教师团队



谢谢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