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18 

Education Research 

产教融合下的地方高校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 
 

刘泓鑫 1  许丹 2  周立强 3  官尖锋 2 

1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  2 华汇工程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DOI:10.12238/er.v4i11.4386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给建筑行业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建筑产业化集成过程需要高素质、高

能力的装配式建筑人才。高校应根据产教融合发展定位,分析装配式建筑特点,切实培养应用型人才。本

文基于产教融合背景,结合地方高校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现状,提出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改进策略,为

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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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bringing to the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ialization integration process needs high-quality, 

high-ability prefabricated building talent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effectively cultivate applied talents.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talents training in local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and purposeful improvement strategi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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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工业化进程下,装配式建筑

作为一种先进技术,受到广泛应用,随

着建筑领域规模的扩大,加大装配式建

筑人才培养力度,成为地方高校发展的

现实需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文件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建设

目标及发展方向,也是我国产业结构升

级进程的人才培养途径。产教融合作为

“双高计划”的关键和核心,高校在装

配式人才培养及教学活动中,应深化产

教融合,积极搭建校企平台,整合生产

要素,制定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方案及

管理体系。 

1 装配式建筑概述 

装配式建筑,就是对房子及结构构

造实施工厂预制后,在施工过程中进行

组装,经过设计、生产、施工、装修、管

理等。装配式建筑具有标准化设计、工

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三个特征。首先,

标准化设计,应围绕建筑生产过程,从模

数、构件等,打造标准化、规格化、组合

化设计,具有重复使用功能,符合装配施

工实际。其次,工厂化生产,与传统建筑

结构模式不同,不再依赖于施工现场的

浇筑塑形操作,在实际工厂生产中,模板

技能重复利用,又有着吊装简易的特点,

极大地提高工厂机械化,使混凝土构件

质量更加可靠；工厂化生产实现从劳动

密集型到技术技能型的良好转变,提高

工业制造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后,

装配化施工,主要以模板安装为主依托

于机械吊装及节点浇筑等,运用先进的

技术手段,改进建筑整体的施工,推进一

体化装修；比如厨房、套房等建筑主体,

应打造装配化高级做法,尤其是信息管

理下,根据装配式建筑的特殊性,高效协

调好生产、施工等环节,防止资源和时间

的浪费。此外,BIM技术的广泛应用,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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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装配式建筑全过程,包括设计、施工、

管理等,能够实现优化技术和节省成本

的目的。装配式建筑与传统建筑相比,

给建筑行业带来广阔的发展前景的同时,

也给从业人员带来严峻挑战,尤其是新

技术的应用,如VR技术、物联网、建筑机

器人等[1]。 

2 产教融合背景下装配式建筑

人才培养需求分析 

《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

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装配式建筑人才

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产教融合培养

装配式建筑人才,能够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增强学生创造力和创新意识,促进教

师专业能力素质提升,持续改善装配式

专业人才质量,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教

育基地,应充分发挥主阵地作用,切实打

造一批应用型人才,更好地推进地方经

济繁荣发展[2]。 

根据装配式建筑的全过程应用,需

要具备业务能力素质齐全的专业化、对

口化人才,如装配式建筑设计人才、预

制构件生产人才、施工人才、管理人才

等。一是在设计人才培养上,高校需要

融入标准化和一体化设计理念,使学生

既要掌握新型设计工具知识体系,又要

深化设计符合工厂生产需求；由于高校

缺乏健全的装配式建筑教育与实践相

统一的体系,而经济市场中这类人才也

比较匮乏。二是在预制构件生产人才培

养上,高校应确保与传统建筑的关系,

由于预制构件厂主要生产设计专业产

品,为符合结构规格尺寸,应做好设备

预埋件的安装作业,对此预制构件急需

专业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管理经验足

的人才[3]。 

3 现阶段装配式建筑技术人才

培养中的不足 

3.1专业课程建设存疑 

依照目前真实的情况而言,我国的

装配式建筑相关专业的课程建设仍处

于较为浅显、初级的阶段。一方面,国

家缺少相关的理论知识体系与建设标

准,进而导致装配式建筑陷入到“无法

可依”的尴尬局面之中；另一方面,针

对装配式建筑专业学生而言,他们在学

习过程中也缺少足够的教学实践案例可

以参考[4]。装配式建筑基于其简洁、方

便、安全的建筑特点,在我国具有十分可

观的发展前景,但部分工科院校并没有

开设专门的装配式建筑专业,而只是将

其作为土木工程专业抑或是建筑专业整

体课程体系中占比不高的小课程,导致

学生只能够对装配式建筑产生较为浅显

的认知以了解。尽管国家政策方面给予

了装配式建筑较好的支持与鼓励,但学

校方面仍未对其产生足够的重视。 

3.2教学资源不足 

首先,由于装配式建筑兴起的时间

并不长,因此部分资历较老的教师对其

的了解程度不足,进而也就无法为学生

传授正确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巧；其次,

受到高校负责人思想认知不足等方面的

影响,导致其尚未建立起针对相关专业

教师的引导与培养政策。这也导致了教

师难以对装配式建筑产生更深入地了解,

致使高校装配式建筑施工人才培养计划

难以落实到位,始终停滞不前； 后同样

也是受到装配式建筑起步较晚的影响,

相关研究领域缺少足够的科研成果,这

也导致学校难以为专业学生引进足够的

教学资源。同时,也有部分学校受到自身

可支配资金不足等问题的影响,导致其

不将更多的支出资金投入到装配式建筑

专业课程的教学资源引进工作中,学生

在教学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自然也就无

法获得更好的学习与进步[5]。 

3.3缺乏实践教学 

装配式建筑的实践环节十分重要,

但是针对现阶段的高校教学而言,其

不重视的往往就是实践教学内容以及实

践教学平台。一方面,部分教师过度重视

理论知识的传播,进而不会留给学生过

多的实践时间,导致大量学生出现“空有

理论基础,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难以

稳定就业；另一方面,部分学校未能及时

与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无法为学生提供

实习机会,导致学生难以对装配式建筑

领域中 新的施工技巧与操作方式产生

了解。同时也存在高校装配式建筑实训

资源不足、实训设备老旧等问题,需相关

教学工作者加以注意[6]。 

4 产教融合背景下装配式建筑

人才培养策略分析 

4.1完善师资队伍建设 

鉴于我国大部分高校都缺乏专业的

装配式建筑领域教师,因此学校在构建

专业课程的同时,也应加强对装配式建

筑专业师资力量的关注程度。一方面,

学校应积极引进“双师型”师资力量,

不仅要邀请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员参与到

授课活动之中,同时也要鼓励专业教师

深入到装配式建筑企业、工程中进行学

习与调研。在保障教师能够不断学习、进

步的基础上引导其将更新、更专业的知

识授予学生,意在帮助学生增强对装配

式建筑行业的理解,不断培养、激发学生

的实践精神；另一方面,学校应加大新晋

教师的选拔与录用,对装配式建筑专业

之中的优秀毕业生以及相关的科研工作

者应加强录用,从而全面性地提升装配

式建筑专业的师资力量[7]。 

4.2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为了提升装配式建筑的实践教学比

重,学校应更积极地为学生提供参加实

践活动的平台与机遇,在此情况下校企

合作无疑是 好的选择之一。对于学校

自身而言,其应与市场上更优秀的装配

式建筑企业达成合作,一方面要将有需

要的、合适的学生送至企业完成实习；另

一方面也要借助企业的力量来进一步完

善学校的实训基地、专业设备建设。而

针对企业而言,就需要学校满足其挑选

优秀学生、扩大人才储备、提升品牌效

益等方面的需求。校企合作的方式,能

够为学生提供 真实的学习情境与

专业的学习环境,对其日后的升学、就

业等皆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学校与企业

应保持互惠互利、互相促进的合作模式,

致力于完善装配式建筑专业的人才培

养计划,共同推动行业整体的可持续进

步与发展[8]。 

4.3构建产教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采用产教结合的人才培养能够 大

程度地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应用水

平。首先,高校装配式教学专业应加强对

建筑市场环境的关注,时刻把握市场对

人才的需求方向,确保装配式建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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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依照市场需求准确输出；其次,依照

学生的实际学习需求以及装配式建筑行

业的发展趋势,适当增加相关的教学课

程,如《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装配

式建筑工程管理》等。在丰富教学课程

的同时,学校也应注意教学手段的多元

化,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实地参观、模

拟建筑等教学活动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的基础上,开阔其学习视野[9]。 

5 结束语 

总而言之,无论在什么年代,人力永

远是社会体系各个行业发展的根本所在,

想要达成推动装配式建筑行业进步的目

的,就一定要优先革新当下的装配式建

筑行业人才培养方式。针对传统的教学

模式与课程内容应做到取其精华而去其

糟粕,同时也要积极引进更先进的教学

策略与手段,重视师资团队的建设、重视

学生的实践,利用产教结合的教学模式

帮助学生将装配式建筑相关知识“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从而解决装配式建筑

行业中人才紧缺的问题,推动行业的持

续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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