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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报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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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三融合”数字建筑应用型人才培育的实践与探索
------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建筑业转型新战略、首都四中心高精尖产业结构布局和数字建筑新技术崛起为

“三融合”背景，联合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建国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三

共进”责任共同体，以教学环节中的毕业设计为“一点”精准切入，构建创新型毕业设

计大赛。“三共进”责任共同体历经 2年建设，5年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循环更新，迭

代优化，不断倒逼数字建筑应用型人才培育的改革与创新。将 BIM 技术通过入校、入课、

入实训室、入人才培养、入对外服务的“五入”落地应用，围绕立体化教育的教学模式、

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等“八大维度”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示范性、拓展性

和可推广性”的研究成果。同时，做好输出数字人才、输出社会服务的“两输出”工作，

将教学成果，形成一个循环闭合框架，不断优化迭代。

图 1：成果实践探索框架

2014 年将国家数字建筑技术飞跃式发展态势、首都“高精尖”产业结构、建筑行业

企业对数字技术人才需求的三个层次深度融合（以下简称“三融合”），我司作为中国数

字建筑平台服务领军企业与中国建筑业领军企业、中建国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三方主体结成责任共同体（以下简称“三共进”），强强联合，以“三融

合”与“三共进”为契机，三方合作探索，期望打造基于数字建筑技术应用，联合培养

师资、培养学生，为建筑行业培养人才。

一、主要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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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聚焦新变革：关注建筑行业信息化技术变革动态，研究变革所带来的建筑业作业

方式改变和对从业人员新技能要求的变化特点。根据《中国建设行业信息化应展报告人

才调研报告和数据分析》报告数据显示：

图 2：2014 年中国建设行业信息化应展报告人才调研报告和数据分析

从调研报告中可看出，建筑企业在实施信息化建设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新型

数字建筑技术人才，尤其是缺乏 BIM 技术应用型人才。

2.寻找新入点：数字建筑技术的变革发展迅猛，急剧倒逼高校与企业，迫切需要在

较短时间内，找到新型数字建筑人才培育的创新教学与实践最佳切入点。而单一课程、

单一实践环节的改革，不易形成知识体系。“三共进”责任共同体以建筑企业 BIM 技术

应用工作任务为依据，创新开始了以企业真实工程实例为基础的、BIM 技术应用成果交

付为任务目标的毕业设计实践尝试，目标是解决企业的 BIM 技术落地应用需求，主要以

BIM 技术的多专业可视化建模、建筑模型与造价模型的数据复用性为基础，完成 BIM 技

术在实际工程项目招投标阶段的应用。毕业设计这一数字化创新改革，拉动了新的人才

培育机制的运行。

3.构建新平台：“三共进”责任共同体以数字建筑技术浪潮下的建筑企业工作场景

为依据，推出基于真实工程案例的毕业设计任务书，建立全国范围内部分高校的项目团

队合作机制；在整个毕业设计工作中，“三共进”责任共同体联合指导学生，并进行毕

业设计质量全程监控，将全过程的 BIM 技术落地应用；成果交付阶段，将传统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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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升级为全国性竞赛和现场答辩 PK 赛制，极大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4.倒逼新改革：较之以往的传统教学改革，均是从人才培养方案的改进入手，由人

才培养方案正向推进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等环节改革。但按节点逐步正向推进的方式耗

时过长，最快也要经历几次四年培育周期循环后，才有相对稳定的人才输出。经过“三

主体”调研，时不我待，决定以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导向来倒逼数字建筑应用技术教学

落地。

5.完善新体系：如何高效、有效地进行 BIM 技术应用人才的培育体系建设，是“三

共进”责任共同体研究的重要内容。从企业场景中发布毕业设计实践任务，以企业标准

监督全过程设计；从企业岗位需求出发培育人才，以是否满足企业要求检验培育成果，

满足企业需求，研究探索有效的闭环工作逻辑。

二、主要工作成果

1.构建了一种基于竞赛机制的毕业设计实践模式

“三共进”责任共同体深入调研了企业及各大院校的教学及学生能力培养需求，对

大赛赛制、各模块的竞赛内容进行了全方位架构。基于行业应用拆分模块化，以新技术

工作场景为依据，推出基于真实工程案例的毕业设计任务书，建立全国范围内高校的项

目团队合作机制；“三共进”联合指导学生，全程质量监控，实现 BIM 技术落地应用；

升级毕业答辩为全国性竞赛，现场答辩 PK，极大提升了学生、教师、企业三方参与的积

极性。具体分工责任如下：

1）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各高等院校专业骨干教师，参与毕设任务模块设

计研讨、组织并指导学生参加比赛、并从参赛中总结经验、提炼教学成果、结合学校特

点倒逼校内各项教学建设工作，参与针对毕业设计比赛的全国师资培训与成果推广活动。

2）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为毕业设计赛事提供网络

平台空间，提供各类 BIM 应用软件和后台技术支持，组织毕设任务模块设计研讨、组织

现场答辩等活动。

3）中建国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建筑企业，派出 BIM 技术应用专家，参

加毕业设计任务书的各个任务模块设计、提供实际工程项目案例资料、毕设成果评选及

答辩、优异成绩学生的选聘。

毕业设计大赛特点介绍如下：

1）校企双师+全程指导：“三共进”责任共同体发起，邀请高校、企业专家共同研

讨，打造“来源真实、训练有效、技能可用”的任务书体系。并且双师结合，全过程把

控毕设环节，全过程监督毕业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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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地域+跨专业：利用云共享等智能技术，打破毕业设计空间壁垒，实现高校联

合参与、跨专业合作参与，将旧制的单专业毕业设计，转变为多专业共同参与、信息共

享的毕业设计实践模式。

3）模块化+角色化：毕设任务书按模块划分，团队成员分角色进行企业岗位扮演。

从 2014 年课题初建时的 1专业 1个模块，到 2020 年迭代更新至多个专业 8个模块，形

成了覆盖建筑全生命期的 BIM 技术应用模块集。开设 8条赛道，覆盖了工程造价、工程

管理等相关专业，着重关注毕业设计的核心内容，同时结合 VR 技术，为建筑全专业师

生提供更专业的竞技平台。

4）云学习+云答疑：原有的教学体系中，远不能满足毕业设计比赛对知识储备的要

求，因此要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三共进”责任共同体中，北京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开放校内教学资源库，创立“建设信息化”微信公众号，发布自媒体学习资源；

广联达公司开放“建筑云课”APP；中建国际建设公司提供多项企业质量控制手册、成

本管理手册等企业内部学习资源，共同打造“云学习空间”。双师提供线上云答疑，实

时解决学生在毕业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5）线上评分+线下 PK：革新传统毕业设计评价方式，开放网络评比渠道，每一届

均由 300 余位来自高校、企业的外部网络评委对作品进行评审打分，随机分配作品，每

个作品 5位专家打分，去最高、最低，取平均分的形式进行最终裁定。此评价体系的建

立，可以最大限度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并激发学生的竞争性和团队参与的积极性。

“三共进”责任共同体一直致力于对 BIM 毕业设计大赛进行打磨加工，深研精做，

不断进行毕业大赛的的迭代升级，将其打造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深广的数字化技术大型

赛事活动，并成功入选《2020 年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榜》，成为全国大学生建筑类

专业比赛 BIM 方向唯一入选赛事。

2. 建设了“一核两翼、两链融合”的数字建筑技术应用人才培养体系

课题组以 BIM 技术全面应用为“核心”，数字建造、数字管理为“两翼”，数字城市

建筑行业需求和教育人才培养任务深度合作为 “两链融合”，完成了建筑工程技术、市

政工程技术、道桥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设项目信息化六个

专业的建设及人才培养改进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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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一核两翼、两链融合”的专业群建设

1）BIM 技术全面融入课程

课题组优选大量 3年内行业真实工程的设计图纸，将真实项目纳入毕业设计教学环

节，开展职业技能操练，无缝对接企业岗位需求，到岗即上岗，助力学生快速完成从校

园人到职业人的角色转变。以毕设比赛各大模块考核点为抓手，按岗位需求分析工作任

务，总结岗位工作能力如图 4所示。

对照 BIM 类岗位工作能力模块，组合相关课程，改造工程造价、机电建模等多个模

块，将 BIM 技术全系列课程入课，旧课程渗透新技术，重组课程内容，构建新技术发展

态势下的课程体系。

以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育为例，全面修订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会 BIM

建模”纳入原有培养体系，形成“知材料、擅识图、懂施工、精算量、能计价、会 BIM

建模”的六大培养模块。具体整合的课程如图 5所示。

图 4：BIM 技术岗位工作能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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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工程造价专业 BIM 入课课程统计表

改革原有课程同时，构建数字建造平台课程，在建筑工程技术、市政工程技术、道

桥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四个专业中开设《BIM 概论》、《BIM 建模技术》两

门专业平台课程，针对线型工程特点开设《线型工程建模技术》专业选修课。

2）重构教学环境，升级教学平台

课题组将传统普通教室进行改造升级，打造全新的 BIM 全过程造价、BIM 项目管理

电子沙盘、BIM 建模集成运维管理、路桥隧虚拟仿真等多个实训室，实训室具有良好展

示能力、丰富互动能力和智能分析能力，实现富媒体内容呈现、即时师生互动、学习情

境感知、自适应教学服务。

3）真实工程+企业标准的教学资源建设

课题组将真实项目纳入教学内容，将企业标准引入教学评价体系，7年来一直通过

自建、引进、共享三种方式，汇聚优质资源，进行 BIM 类教学资源库建设，显著提升资

源规模和质量，并创立“建设信息化”微信公众号，发布自媒体学习资源。所有课程在

校内开放共享，供全校师生使用；先后完成基于互联网的学生端建筑施工工艺学习的

APP+4D 微课，并申请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有 104 个典型建筑施工工艺。

图 6：建设信息化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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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建筑施工工艺 4D 微课

6）校企共建双创平台

成立数字建筑创客空间，打造近 500 平米的教师与学生开放共享的“创客空间”双

创平台，平台配备良好的工作站 28 台，安装有多专业的各类 BIM 应用软件，以及 VR 展

示、丰富 AR 互动的设备设施，为致力数字建筑技术方向的教师与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创

新创业平台。

2020 年 9 月对原有的“北交院-广联达数字城市产学研基地”做出重大战略升级调

整，建设成为北京市高水平实训基地—“广联达数字城市建设与管理专业群工程师学院”。

以“BIM+GIS+互联网+物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VR/AR）”等数字技术全面应用和新产

业岗位需求为核心，以培养贯穿于工程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数字信息加工的岗位群工作能

力为主线，充分利用校企双方资源，打造全新的产教融合新平台。工程师学院成立答约

仪式如下图：

图 8：我司教育事业部总经理与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书记、院长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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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融入 BIM 应用的全专业群的人才培养方案建设

7年毕业设计大赛任务书研讨与迭代更新，“倒逼”形成了 BIM 技术相关多专业的主

要课程标准、实训教材、实训室建设方案，重构融入于数字建筑技术的多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如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专业是面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企业、工程咨询等

单位 BIM 建模岗位，在牢固掌握建筑信息管理基础理论和 BIM 建模专业技术基础上，从

事工程建模及模型深化等信息化岗位群工作，开设建设项目信化管理专业，方案核心部

分如下图 9所示：

图 9：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专业教学进程表

3.“五入两输出”，促进学校、企业和学生间的良性循环

从渐进式“五入”的阶段到“两输出”的成果促进 BIM 技术的全面应用“生根发芽

成树”。渐进式“五入”是指从 BIM 技术应用入校、入课、入实训室建设、入人才培养

方案、入对外服务项目。“两输出”是一个输出指输出 BIM 技术应用具有高技能的学生

和教师；另一输出是学生与教师基于 BIM 技术应用服务企业，开设 BIM 工作室或建立 BIM

工程中心，或培训企业的员工应用 BIM 技术能力从而服务实际工程项目。良性循环使得

学生的满意度得到了很好的提高，以下为新教改对学生 BIM 能力提升的帮助程度调研数

据、新成果应用后的满意度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图 10：新教改对 BIM 能力提升的帮助程度调研数据

三、我司与学校合作共民围绕数字 BIM 技术应用技术展开、组织各项培训工作，服



···10
·

务行业企业

我司为学校提供培训与技术指导，为社会行业提供数字建筑技术技能考试培训 10

次、50 余人次/天，合作企业培训 6 场，累计 4140 人次/天（北京煤矿能源院一场 30

人 15 天、中铁三局 2场 120 人 12 天，中铁十九局 2场 150 人 15 天），咨询服务企业 20

余家；职工获取 BIM 职业资格证书的比率 82%。多名教师担任企业技术顾问，解决数字

建筑相关问题，编写 BIM 相关培训资料。

同时，捐赠学校价值 10 万元的软件实训平台，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发教学应用平台和

课程资源 10TB.

校企合作共同育人是职业人才培养的有效方法，通过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扩展我司

在行业的影响力，同时为我司研发新型数字产品提供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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