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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工程造价师的职业道德规范是确保行业健康发展、维护公共利益和职业声誉

的重要准则。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园林工程的建设分工越来越细，工程的

规模也日渐扩大。园林工程建设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提高对园林工程造价的管理和控制，使园林工程的投资效益最大化，是园林工程

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本课程属于园林专业规划设计、园林工程等方向的专业课方向。主要阐述园

林工程概预算的变迁历史、基本知识、不同阶段概预算的编制要求和方法等内容，

重点讲解园林工程施工图预算的编制及工程量清单计价的编制。学生应了解园林

工程造价的基础知识、理解园林工程费用构成、熟悉园林工程量清单计价程序和

方法、理解消耗量测定的原理和方法、掌握资源价格的测算方法，熟悉投资估算、

设计概算编制方法，熟悉掌握施工图预算和园林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报价的编制，

会使用计算机预算软件编制园林工程预算。 

在《工程概预算》课程中融入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思政元素，需通过

创新的教学设计和方法实现价值引领与专业技能的深度融合。 

1.文化元素与工匠精神深度融合 

设计园林工程概预算项目，将文化价值观融入专业实践，提升学生对职业伦

理的认同感。例如，在预算编制中强调材料选择的环保性与文化传承价值，引导

学生理解“精益求精”不仅是技术要求，更是社会责任。建筑典籍与人物故事结合，

通过解读《营造法式》等典籍中的工匠智慧，结合现代劳模案例（如雷红红的基

层坚守与专业成就），增强学生对职业使命感的认知。 

2.教学模式与路径创新 

混合式教学与多路径融合 采用“MOOC+翻转课堂+项目实训”模式，构建课



前知识学习、课中案例解析、课后实践拓展的完整链条。例如，通过线上慕课学

习理论，线下模拟招投标中的道德困境，最后通过真实项目（如学校樱花园扩建）

完成综合实训，强化知行合一。 

3.跨学科与跨区域合作创新 

慕课西行与资源共享，通过“慕课西行，同步课堂”项目，实现东西部高校联

动，利用智慧树平台共享课程资源，融入绿色造价理念与合规性讨论，推动优质

思政资源辐射全国。校企协同育人 ，在校外实践引入劳模校友的真实项目，让学

生参与分包招标、合同管理等实际工作，体验“五守”（守法、守质、守实、守信、

守规）职业素养，强化职业道德的实践转化。 

4.评价体系与思政目标显性化 

多维度评价指标，将工匠精神的“敬业、专注、精益、创新”四个维度纳入课

程考核，例如在园林工程概预算项目中增设“精益评分项”，要求学生提交误差分

析报告并反思职业道德影响。过程性考核创新，在小组项目中设置“职业道德风

险应对报告”（如应对业主虚增工程量要求），结合法律条款（如《招标投标法》）

分析决策合理性，形成知识、能力、价值观的综合评价。 

5.数字化工具与伦理教育结合 

互动程序与案例库建设，开发“造价伦理决策树”互动程序，模拟不同职业选

择对工程质量、个人信誉的影响；建设思政案例库，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工程纠纷

案例和行业警示通告，增强教学的现实针对性。  

通过文化融合、路径拓展、评价重构，将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转化为可

操作的教学实践，实现了“专业教育”与“价值塑造”的同频共振。未来可进一步探

索国际化项目中的思政元素（如“一带一路”工程中的合规管理），推动职业道德

教育从本土化向全球化延伸。 

一、课程基本信息 

《工程概预算》是园林专业学科微专业课程，包含理论课及实践课。面向园林

专业，大三下半学期开课。理论课 40 学时，实践课 8 学时，课程 3 学分。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在《工程概预算》课程中系统融入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思政元素，需



构建“目标引领—内容重构—方法创新—评价支撑”四位一体的课程设计框架，实

现专业知识与价值观的深度融合。以下是整体设计思路： 

1. 设计原则 

（1）协同性原则：专业性与思政性同向同行，避免“两张皮”。 

（2）实践性原则：通过真实案例、项目驱动强化职业伦理的实践转化。 

（3）时代性原则：结合“双碳目标”、“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突出可持续发展

与科技伦理。 

2. 内容模块重构 

（1）工程量与计价 

专业知识要点：工程量计算规则、定额的应用。 

思政融入点：真实案例（如某大桥虚报钢筋量，引发事故）。解读《建设工程造

价管理条例》法律责任。 

（2）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专业知识要点：招标文件编制、不平衡报价分析。 

思政融入点：模拟围标场景角色扮演，分析“阴阳合同”司法判例。 

（3）成本控制与变更索赔 

专业知识要点：签证变更处理、索赔问题。 

思政融入点：可引入 “某高铁项目偷工减料警示案例”，讨论工程师举报机制的

伦理价值。 

（4）智慧造价 

专业知识要点：造价大数据分析。 

思政融入点：探讨数据篡改的信息安全风险，结合“东数西算”工程谈技术人员

的国家责任。 

3. 实施路径设计 

（1）文化浸润路径 

将《营造法式》中的工匠精神与当代“鲁班奖”案例结合，设计“古建修复预

算”专题，体现文化传承责任。 

（2）法律嵌入路径 

在招投标教学中穿插《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条文分析，制作“合规决策流

程图”。 



（3）科技伦理路径 

模拟“材料替换成本与环境效益对比”，强化绿色造价理念。 

（4）实践养成路径 

校企合作开发“廉洁教育实训包”（如处理业主宴请、礼品退回情景模拟）。 

（5）国际视野路径 

分析“一带一路”海外工程合规管理案例，培养全球化背景下的职业操守。 

三、案例教学目标 

案例教学目标层次分解 

1. 知识目标 

掌握工程量清单编制、成本控制方法等核心技能。 

2. 能力目标 

培养合规决策、风险识别、团队协作能力。 

3. 素质目标 

塑造“诚信为本、公正廉洁、服务社会”的职业价值观。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准备 

（1）思政目标与专业内容对标 

拆解职业道德规范，将《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逐条转化为可量化的教

学行为目标。 

“拒绝商业贿赂”——招标文件编制——培养廉洁意识与法制思维 

“保障数据真实性”——工程量清单填报——强化诚信意识与职业责任感 

“推动绿色造价”——材料成本分析——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 

（2）思政资源开发与整合 

案例库建设 

正面案例：收集“鲁班奖”项目造价团队事迹、住建部表彰的廉洁从业典型案

例。 

反面案例：整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工程腐败判决书（如串标、虚增工程量

等）。 



行业数据：引用中价协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信用评价报告》，分析失

信行为后果。 

（3）前置任务设计 

文献阅读与反思 

阅读《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标注与职业道德相

关的条款（如第 35 条串标处罚规定）。 

观看纪录片《大国工匠·造价篇》，撰写观后感（重点：技术精度与职业操守

的关联）。 

行业实践初体验 

分组访谈 1-2 名在职造价师，记录其职业生涯中的道德困境及应对策略，形

成《职业伦理访谈报告》。 

实地参观本地廉政教育基地（如工程建设领域反腐展），拍摄短视频分享感

悟。 

（4）物理空间改造 

“沉浸式廉政角”建设，在实训室设置以下功能区： 

警示墙：展示工程腐败量刑标准与行业“黑名单”制度； 

承诺签名屏：电子屏实时滚动显示学生签署的《廉洁从业承诺书》； 

伦理决策沙盘：物理模型模拟项目全周期中的道德风险点。 

总结：通过系统化的课前准备，为课程实施奠定坚实基础，确保“知识传授”

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培养新时代“红专并进”的工程造价人才。 

2. 教学实施 

（1）案例教学法 

负面案例警示：展示因造价师受贿导致“豆腐渣工程”的司法判决书，结合《刑

法》第 163 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析法律后果。 

正面案例激励：介绍“鲁班奖”项目中造价团队通过严谨审核节约公共资金的

案例，体现职业价值。 

（2）项目驱动法 

设置真实项目任务（如学校樱花园扩建预算），要求：编制预算时需注明是

否包含环保材料选项并说明社会效益；模拟业主提出“虚增工程量以获取贷款”要

求时，小组讨论应对方案并撰写《职业道德风险应对报告》。 



（3）情境辩论赛 

辩题示例：“低价中标是否有利于行业发展？”（涉及恶性竞争、质量风险与

职业道德冲突）；“造价师发现领导要求修改数据时，该坚持原则还是服从管理？” 

（4）行业专家进课堂 

邀请资深造价工程师分享：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道德困境及解决方式；国家政

策（如“新基建”“双碳目标”）对造价师职业素养的新要求。 

3. 教学评估 

（1）知识技能 

清单编制准确性——标准化试题、作业。 

（2）职业能力 

风险识别能力、合规决策水平——情景模拟评分、伦理案例分析报告。 

（3）价值观 

廉洁意识、社会责任感、工匠精神认同度——360 度评价（自评+互评+企业导

师评）、反思日志。 

（4）过程性评价工具 

《职业道德成长档案袋》收录学生参与过的伦理决策记录、项目廉政承诺书、

企业实践反馈表等，动态反映价值观养成过程。雷达图能力画像，通过“诚信指

数”、“合规指数”、“创新指数”等维度可视化呈现学生综合素质。 

（5）终结性评价 

考试中设置案例分析题，例如：某施工方提出给予 5%回扣以换取工程量清

单中混凝土用量调高 10%，作为造价师应如何应对？请结合《造价工程师职业道

德规范》和《招标投标法》说明理由。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在《工程概预算》课程中融入造价工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思政元素的教学实

践已取得一些成效，但也需结合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反思与优化。 

1. 教学效果分析 

（1）诚信意识与责任感增强。通过案例分析（如虚报工程量导致工程烂尾的司

法判例）和角色扮演（模拟围标、处理业主施压等场景），学生能深刻理解职业

道德对工程安全和社会效益的影响。 



（2）法治观念提升。结合《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等法规，

学生能准确识别合规风险。 

2. 教学反思与优化方向 

（1）思政融入方式的深度优化。目前存在思政元素生硬嫁接问题，需进一步挖

掘专业知识与价值观的天然关联。增强时代性，需结合“双碳目标”、“数字中国”

等国家战略，开发更多绿色造价、数据伦理等前沿案例。 

（2）教师能力与资源的持续提升。师资培训不足，对思政元素的挖掘能力较

弱，需加强跨学科培训。 

（3）评价体系的科学化改进。过程性评价精细化，当前考核偏重知识技能，思

政目标占比不足。建议引入《职业道德成长档案袋》，动态记录学生的伦理决策

记录与企业实践反馈。 

3. 未来展望 

（1）拓展国际化视野。引入“一带一路”工程合规管理案例，培养全球化背景下

的职业操守。 

（2）强化科技伦理教育。结合 AI 造价工具的数据安全风险，开发“算法公平

性”专题，回应数字时代的新挑战。 

课程思政融入《工程概预算》教学已初步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的协同目标，但需通过资源迭代、师资强化和评价创新，推动职业道德教育从“形

式融入”向“实质内化”跃升，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德技并修”的复合型

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