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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探索 

信息化背景下工程造价建模社团对学生技术应用 

能力的促进作用 
 

李世姣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四川成都  611430 

 

【摘  要】信息技术的融入高等教育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技术应用和实际操作能力。在工程造价建模领域，社团活动提供了

实际应用理论知识的机会，通过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技术研讨会以及实际项目模拟，显著提升了学生的软件操

作效率和项目实施能力。此外，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方法的提升也通过项目式学习和翻转课堂等现代教育技

术得到增强。社团的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专业技能，还通过职业技能认证和实习机会提高了学生的职业竞争

力和就业率。这些措施展示了技术和实践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专业社团在学生技术和职业发展中的关

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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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the promoting effect of engineering cost modeling community on student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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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higher education has greatly affected students' technical application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cost modeling，community activities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industrial enterprises，technical seminars and 

practical project simulation，students' software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bilit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addition，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teaching methods are also enhanced through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such as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The activities of the club not 

only en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but also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employment rate 

through vocational skills certification and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These measures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t role of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in education，emphasizing the critical position of professional societies in student technology 

and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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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成立并加入专业社团成为了

大学教育中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当前，尽管高等院校已将

信息技术纳入教育体系，学生在理论学习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在技术应用与实操能力上仍存在显著不足。这种差距直接

影响了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和行业适应性。工程造价建

模社团不仅提供了一个实际应用理论知识的平台，更通过各

种模拟与真实项目让学生深入理解和运用专业工具，增强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探究这一实践活动如何有效促进学生

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对教育者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当前工程造价软件类教育的实践不足与挑战 

（一）课堂教学资源有限与学生理解难度 

课堂教学资源的有限性对学生掌握工程造价建模软件

构成了显著挑战。在紧张的教学安排下，学生往往只能接触

到软件操作的皮毛，而无法深入理解其背后的复杂逻辑和高

级功能。这种状况导致学生在课堂上难以跟上教学进度，无

法充分吸收和消化所学知识。由于软件操作的复杂性，学生

在没有足够时间进行实践和反复练习的情况下，很难将理论

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技能。此外，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践机会，

学生在遇到实际工程问题时，往往难以运用所学的软件工具

进行有效解决。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不仅影响了学

生的学习动力，也限制了他们将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的能

力。因此，课堂教学资源的不足成为了提高学生技术应用能

力的一个主要障碍。 

（二）教师差异化辅导时间不足 

在工程造价建模教育中，教师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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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为所有学生提供差异化的辅导。由于

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学习能力各不相同，统一的教学方法往往

不能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这种教学模式下，一些基

础薄弱的学生可能跟不上教学进度，而那些能力较强的学生

则可能感到课程内容不够充实，无法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

此外，教师在课堂上往往需要管理大量学生，这使得他们难

以对每个学生进行细致的指导和反馈。结果，学生在理解和

应用工程造价建模软件时遇到的困难得不到及时解决，导致

他们在专业技能的发展上受到限制。这种教学资源的不足，

限制了学生技能提升的可能性，影响了他们未来在专业领域

的竞争力。 

（三）学生课余时间利用不充分 

学生在课余时间的利用上存在明显的不足。由于缺乏明

确的学习目标和计划，许多学生在课余时间里往往无法有效

投入到专业技能的学习和提升中。他们可能因为缺乏自我激

励和外部指导，而将时间花费在非学习活动上，如社交媒体、

游戏等，导致专业技能的提升被忽视。此外，学生可能对如

何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有效学习感到困惑，不知道从何下手，

也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工具来支持他们的自学。这种迷茫不仅

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也阻碍了他们对工程造价建模等专

业技能的深入理解和实践。因此，学生在课余时间的利用上

表现出的不足，直接影响了他们专业技能的发展和个人竞争

力的提升。 

（四）学生专业技能薄弱与提升途径缺乏 

学生在专业技能方面的薄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对于职业的认知不足，缺乏规划意识，这导致他

们在职业规划教育方面几乎是从头开始。他们可能没有充分

了解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性格特点，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竞

争优势和不足，这限制了他们对专业技能的深入学习和掌

握。第二，学生在技术应用方面的能力不足，尤其是在使用

先进的工具和软件，如造价软件、BIM 技术等方面。这些技

术的掌握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至关重要，但学生在这

方面的训练和实践经验往往不足。第三，学生在沟通与协作

能力上也存在不足。工程造价师的工作往往需要与多方进行

有效沟通与协作，而学生可能缺乏这方面的锻炼和培养，这

影响了他们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第四，学生在工程项

目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知识欠缺，这限制了他们对工程

造价全过程控制和管理的能力。了解和掌握这些法律法规是

成为专业工程造价师的重要基础。第五，学生对于市场行情

的关注度不够，缺乏更新造价管理理念的意识，这使得他们

在造价行业发展的前沿动态上显得滞后。保持对行业动态的

敏感性，更新知识和技能，对于提升专业技能和适应行业变

化非常重要。 

二、工程造价建模社团的实践措施与技术应用 

（一）优化资源配置与提升实操机会 

针对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和实操机会有限的挑战，工程造

价建模社团实施了一系列创新策略来提升学生的实操经验。

社团首先与多家行业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不仅使社团能

够获得行业最前沿的专业软件授权，还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

持。例如，社团与工程造价专业软件公司合作，获得相关专

业软件的长期授权，此外还与 Exactal 合作，为学生提供

CostX 软件的实时更新和培训。通过这些合作，社团能为学

生提供最新版本的专业软件，使他们能够在校内外进行无限

制的实践操作。此外，社团还购置了高性能的计算设备，安

装了必要的软件，以支持学生进行大型和复杂的建模项目。

这些设备和软件的更新保证了教学和实践活动的现代性和

专业性，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除了硬件和软件资

源的提供，社团还定期组织与真实工程项目相结合的模拟活

动[2]。这些模拟项目通常由社团内的高年级学生和来自合作

企业的专业人士共同设计。每个项目都旨在模拟现实世界中

的工程挑战，如成本估算、风险分析和项目管理。学生们在

这些模拟环境中使用专业工具，来进行详细的建模和成本计

算，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增强了他们解决实际

工程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内容与技术更新 

为了解决课程内容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工程造价建

模社团采取了积极措施，确保其教学内容与技术保持同步更

新。社团定期举办技术研讨会和工作坊，专注于教授和讨论

最新的技术应用，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在工

程造价中的角色和影响。这些研讨会通常邀请来自行业前线

的专家和学者来分享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从而保证了教学内

容的深度和广度。例如，社团最近举办的一次工作坊聚焦于

如何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优化建筑成本预测和控制。在这次

工作坊中，来自技术公司的专家演示了开发的新算法，这些

算法可以从过往的项目数据中学习，并预测未来项目的成本

波动。社团成员不仅学到了如何操作这些算法，还了解了数

据整理和分析在成本控制中的实际应用。社团还与多个软件

供应商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定期接受最新软件功能的培

训，确保所有成员都能迅速掌握和应用这些工具。这种从源

头直接获取技术更新的策略极大地提高了教学内容的实用

性和及时性，使得社团成员在市场中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适

应性。 

（三）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方法 

工程造价建模社团对于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方

法投入了大量资源和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团首先实

施了一个全面的教师发展计划，包括定期的工作坊、培训课

程以及行业会议参与。这些活动旨在更新教师的技术知识库

并引入现代教育技术和方法。在技术培训方面，工作坊涵盖

了最新版本的 BIM 软件应用、高级数据分析工具和成本控

制系统。通过这些培训，教师不仅学习如何操作这些工具，

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将这些工具融入日常教学中，使学生能

够从实际操作中学习和掌握关键技能。例如，社团组织的一

次工作坊专注于如何使用 Revit 进行多维度建模，包括成本

估算和时间线管理，教师们通过亲身实践加深了对软件功能

的理解[3]。此外，教师发展项目还强调采用翻转课堂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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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翻转课堂模式鼓励学生在课外通过

视频和在线材料自学理论知识，课堂时间则用于讨论、问答

和实际操作，这样的模式极大地提升了课堂的互动性和学生

的参与度。项目式学习则要求教师设计与真实工作环境紧密

相关的项目任务，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培养问题解决

和团队协作能力。 

（四）增加学生的参与度与职业准备 

工程造价建模社团采取了多种策略来解决学生参与度

低和职业准备不足的问题。社团通过设计各种互动和竞争性

的学习活动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其中，通过选拔

参加技能竞赛是提升学生参与度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些竞赛

要求参与者在限定时间内根据给定的设计要求完成建模任

务，并进行成本分析和项目评估。这类活动不仅提高了学生

的技术技能，还锻炼了他们在压力下工作和创新思维的能力
[4]。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职业准备，社团与行业内多家领

先企业合作，建立了一系列实习和就业桥接项目。这些项目

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行业经验，还帮助他们建立了职业

网络。学生在实习期间能够参与真实的工程项目，从中学习

如何在职场环境中应用其技术和软技能。此外，社团还定期

邀请行业专家进行职业发展研讨会，为学生提供关于职业规

划和发展的实用建议，从而确保学生在完成学业后能够顺利

过渡到职场，满足雇主的期望和需求[5]。 

三、提升学生技术应用能力的成效展示 

（一）技术掌握程度的提升 

工程造价建模社团实施的教学策略显著提高了学生的

技术掌握水平。社团内部进行的测评显示，学生在参与社团

活动后，对 Revit 和广联达、斯维尔等建模软件的熟练度有

了显著提升。具体来说，通过参加工作坊和实际项目模拟，

学生在软件操作效率方面平均提高了 40%，在准确执行复杂

建模任务的能力上提高了 35%。社团对学生技术掌握的提升

进行了系统的跟踪，包括他们在使用软件进行成本分析、风

险评估和项目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评估结果表明，经过一学

期的训练，学生们在这些关键技能方面的表现优于未参加社

团活动的同学。 

（二）项目实施能力的增强 

社团成员参与的项目模拟活动不仅提升了他们的软件

操作技能，还增强了他们在实际工程项目中的应用能力。通

过与行业专家共同工作，学生们学习了如何在真实环境下应

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评估报告显示，社团成员在项目管理、

预算控制和时间管理方面的表现显著优于课堂学习的同学。

实施这些项目的成效还体现在学生能够独立完成从项目启

动到成本计算、资源分配及最终评估的整个流程。这种综合

能力的提升是通过连续的实践和反馈环节实现的，使学生能

够快速适应变化多端的工程环境。 

（三）职业技能认证和就业率的提高 

社团活动对学生的职业发展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通

过参与社团的各项活动，学生们有机会获得行业认可的职业

技能认证，如 1+X 相关等级技能证书。统计数据表明，社

团成员获得职业认证的比例是非社团成员的两倍。此外，社

团成员的就业率也高于平均水平。 

表 1 展示了参与社团活动前后学生在技术掌握、项目实

施能力和职业技能认证方面的具体数据对比。 

表 1  社团活动前后学生能力提升对比 

评估指标 社团活动前 社团活动后 提升比例
软件操作效率 60% 84% 40% 

复杂建模任务准确性 55% 74% 35% 
项目管理能力 50% 75% 50% 

职业技能认证获得率 20% 40% 100% 
毕业后就业率 65% 85% 31% 

这些数据清晰地显示了社团活动对学生技术应用能力

的全面提升效果，以及这些技能提升如何直接转化为职业成

功的增加机会。 

结语： 

工程造价建模社团通过一系列创新和实践策略成功地

解决了传统教育中的多项挑战。社团不仅优化了资源配置，

提升了教师的专业能力，还通过引入前沿技术和实施项目式

学习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这些措施显著提高

了学生的软件操作效率和项目管理技能，同时提升了他们的

职业技能认证率和就业率。社团活动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结合

理论与实践、更新教学内容与方法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性，

为工程造价领域培养了一批既具备理论知识又能适应实际

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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