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2· 制冷与空调 2023年

文章编号：1671-6612（2023）05-742-04

工程认证背景下建环专业培养方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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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成都 610031）

【摘 要】 旨在以“双碳目标”为引领，以工程认证和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为契机，提炼西南交通大学环专

业的专业定位与培养目标，构建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对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

和国际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的复合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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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ad by the "dual carbon goals", this paper aims to take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and national first-class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s opportunities to refine the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jor a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It constructs a talent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composite talents who meet the dual carbon goals

and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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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国家实施“双碳目标”“一带一路”

和“互联网+”等重大计划，迫切需要创新能力强、

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1]。然而，目

前我国工程教育普遍存在“大而不强，创新乏力”

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及创新

能力培养不足等[2,3]。为了促进我国从工程教育大

国走向工程教育强国，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及

中国工程院于 2018年提出《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

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

要求 20%以上的工科专业按照《华盛顿协议》通过

工程教育认证[4]。

1 西南交通大学建环专业历史沿革与现状
西南交通大学建环专业隶属于机械工程学院，

1989 年学院创办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专业，1998 年教育部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调整后，更名为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专业

于 1995年获得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学

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又于 2000 年获得博士学位授

予权。2009年，被评为“四川省特色专业”。2013
年、2018 年分别通过国家专业教育评估初评和复

评。2021 年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双万计划”

建设点。

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25人，其中教授 4 人、副

教授 8人、讲师 12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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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 3人，专业教师硕博比达 96%，现已形成

一支学缘、年龄、职称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本专

业有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2门（空气调节、地铁环控

系统虚拟仿真实验）、校级一流本科课程 6门，承

担省部级教改项目 5 项。2021 年，主持和参与获

得四川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各 1项。已获批“四川省

建筑节能与能源高效利用青年科技创新团队（2015
年）”“四川省绿色人居环境控制与建筑节能工程实

验室（2015年）”“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2021 年）”“四川省教科文卫体系

统劳模创新工作室（2022年）”和“轨道交通低碳

建筑技术科创新引智基地”（2023 年）。主持成果

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参与获得中国铁

道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

2 西南交通大学建环专业培养方案修订
针对 2022级培养方案的修订，制定相应的调

查问卷，面向专业在职教师、退休教师、在校学生、

毕业学生及其工作单位、行业或企业专家进行 2019
版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调查。调查问卷共发放 220
份，收回 205份，其中 2019级、2020级、2021级
在校生发放调查问卷 80份，收回 72份；毕业 3~5
年毕业生发放调查问卷 50份，收回 48份；用人单

位发放调查问卷 40份，收回 38份；行业专家发放

调查问卷 20份，收回 17份；专业教师发放调查问

卷 30份，收回 30份。调查问卷统计数据结果见表 1。
表 1 2019版培养方案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

Table 1 Rationality evalua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in the training plan of 2019 edition

序号 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项目

评价结果等效分值
平均

得分
结论

在校生 毕业生
用人

单位

行业

专家

专业

教师

1
本专业培养目标与西南交通大学人才培养定

位的符合度
83.8 85.2 84.5 87.4 83.3 84.8 合理

2
本专业培养目标与经济发展和轨道交通行业

需求的符合度
86.0 86.3 85.0 89.1 85.3 86.3 合理

3

培养目标规定的毕业生知识结构、能力、就业

领域和职业特点，毕业 5年的职业成就和职业

定位是否合理

81.3 83.1 82.9 86.2 83.0 83.3 合理

4
毕业 5年达到能够解决复杂工问题的工程师水

平，并具备成为行业专家和领导者的潜力
82.6 83.1 82.9 83.8 81.7 82.8

合理但需

改进

5

子目标 1：具备担任工程师的知识和能力，能

够综合运用知识、技术和现代工具解决规划设

计、研发制造、施工安装、运行管理和系统保

障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84.0 85.2 85.0 86.8 84.7 85.1 合理

6

子目标 2：具备将技术性与非技术性因素协调

考虑，以系统思维解决暖通空调工程中复杂工

程问题的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84.4 85.4 84.5 87.4 85.0 85.3 合理

7

子目标 3：具备良好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

能力、团队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能以成员或

者领导者的角色胜任技术和管理工作

82.1 82.3 80.5 83.2 80.0 81.6
合理但需

改进

8

子目标 4：具备优良的思想品德、人文素养、

职业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将自我提升与社会发

展融合，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发展服务

84.0 85.0 83.4 86.8 83.3 84.5 合理

调查结果表明建环专业培养目标在是否符合

学校定位、适应经济发展、专业特色与传统，以及

总目标设置、毕业 5年的目标设置、分目标设置等

方面都到达“合理”的要求，但培养目标中的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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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有改进余地。本专业学生“毕业 5年达到能够

解决复杂工问题的工程师水平，并具备成为行业专

家和领导者的潜力”的目标设定未能达到各类专家

的完全认可，存在不足，需给予关注，在后期培养

方案的修订中予以改进。大家认为毕业生在团队工

作、组织能力方面有所欠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背景下，毕业生不仅需要适应国内市场环境，更需

要具备国际视野，具备跨文化的合作与竞争能力。

本专业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

求，结合学校轨道交通优势学科定位，面向建环专

业学科发展，提炼了交大建环专业的专业特色与定

位，并依据合理性评价意见及其他修订依据，制定

了相匹配的培养目标，形成 2022版培养目标。2019
版培养目标与 2022版培养目标对比见表 2。

表 2 2019版与 2022版培养目标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between the 2019 and 2022 edition

2019版培养目标 2022版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知识、能力、

素质协调，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社会责任、国际视野和创

新意识，掌握扎实的从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技

术工作所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及专业技术能力，在设计研究、

工程建设、设备制造、营运等企事业单位从事采暖、通风、

空调、净化、冷热源、供热、燃气等方面的规划设计、研

发制造、施工安装、运行管理及系统保障等技术或管理岗

位工作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本专业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面向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领域发展方向，并紧密结合轨道交通暖通空调行业需求，

培养掌握扎实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础理论以及

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素质、国际视野、

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备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建

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

胜任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相关的技术、管理和研发等

工作的复合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为支撑培养目标的实现，按“重基础，精专业，

强能力”的大类培养理念以及“双碳目标”的需要，

从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和国际视野四个

方面提出了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 12条要求，并对

毕业要求进行细化分解，形成可实施、可衡量的毕

业要求指标点。根据毕业要求指标点，沿袭我校建

环专业的传统优势和轨道交通特色，并结合当前科

技和产业发展，设计了本专业的课程体系，具体结

构图如图 1所示。在课程设置上，遵循“厚基础、

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理念，课程总学分 160
学分，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 42学分，

占比 26.3%；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24 学分，占

比 15%，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环节 34 学分，占

21.3%。

与 2019版培养方案相比，2022版培养方案的

课程体系有以下特点：

（1）坚持“三全育人”，思政课程的安排贯穿

每个学期，并将课程思政作为每门课程的教学要

求。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

和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

（2）按产出导向、持续改进重构课程体系，

按照毕业要求指标点重新梳理课程设置，并深入行

业调研，结合社会需求和行业发展重构课程体系，

更新教学内容。

（3）2019版培养方案中的专业限修模块，不

易做到指标点全覆盖。因此，2022 版培养方案将

专业限选课全部调整为必修课，合计从 5学分调整

为 7学分，拓宽了学生专业知识面，同时实现了指

标点全覆盖。

（4）增加实验课程和综合课程设计，强化工

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在实习实践教学模块

中增加实践类“专业综合实验”“专业创新实验”

“建筑环境测试技术实验”“空气调节课程设计”

“供热工程课程设计”和“暖通空调 BIM 应用”

课程。

（5）2019版培养方案中“自动控制原理”和

“建筑设备自动化”两门课程单独设置，其知识点

与其他专业课衔接不畅。考虑到暖通空调系统自控

的需求，增开了专业核心课程“建筑环境与能源系

统控制”，并将原“自动控制原理”和“建筑设备

自动化”两门课的知识内容融入本课程中，更好地

实现基础理论知识与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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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结构

Fig.1 Curriculum architecture of the training plan

3 结论
本论文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

求，结合学校轨道交通优势学科定位，面向建环专

业学科发展，提炼交大建环专业的专业特色与定

位，并制定相匹配的培养目标,

并建立可体现交大专业特色、支撑毕业要求、

课程思政全面贯穿的课程体系，为工程认证背景下

建环专业人才培养构建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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