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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建筑消防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张旭晨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安徽合肥 

【摘要】在新工科背景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高职院校建筑消防技术专业亟需围绕学生创新创业

能力的培养，重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当前，该专业课程多聚焦理论传授与技能训练，尚未有效融入项目实战、

产业需求与创新实践，导致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脱节。为应对建筑防火领域技术快速演进与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紧缺的挑战，课程体系的优化应立足行业前沿，强化跨界融合，突出“以创促学、以赛促能”导向，推动专

业教学由知识导向向能力导向转变。本文即以建筑消防技术专业为例，系统分析其课程体系优化的现实困境，探

索面向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优化路径与实践策略，以期为相关专业改革提供可行性参考。 
【关键词】建筑消防专业；创新创业能力；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收稿日期】2025 年 3 月 20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4 月 21 日    【DOI】10.12208/j.ije.20250153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technology major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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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technology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rgently needs to restructure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content arou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ies. At 
present, the courses of this major mostly focus on theoretical imparting and skills training, and have not been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project practice, industrial demands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resulting in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rapid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high-
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industry's cutting-edge, strengthen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highlight the orientation of "promoting learn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enhancing capabilities through competitions",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from knowledge-oriented to ability-oriented. This paper takes the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Technology major as an example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 of optimizing its curriculum system,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path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providing feasible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f related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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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重视，高

职教育在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愈

发关键的角色。建筑消防技术专业作为安全工程类的

重要分支，其人才培养不仅关系到建筑行业的高质量

发展，更关乎公共安全保障水平的提升。然而，当前多

数高职院校该专业课程体系仍以传统工学知识和岗位

技能训练为主，忽视了对学生创新意识、创业能力及实

际项目应对能力的系统培养，难以适应现代消防产业

对复合型、创新型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在产业结构升

级、科技融合加速的背景下，构建契合“岗课赛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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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发展思路的课程体系，已成为推动建筑消防技

术专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课题[1]。 
1 创新创业能力对建筑消防技术专业学生能力的

发展作用 
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对建筑消防技术专业学生综

合能力的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方面，它能够激发

学生的问题意识与实践探索能力，引导其在复杂多变

的工程场景中发现需求、提出方案、解决问题，提升应

急处置与系统思维能力；另一方面，创新创业导向促使

学生跨学科学习，综合运用消防工程、建筑设计、智能

控制等多元知识，推动技术技能与创新思维的深度融

合。此外，通过真实项目驱动、创意设计实践和成果转

化训练，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能培养项目管

理、团队协作、市场分析等职业素养，为其适应消防产

业链多岗位需求和自主创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建筑消防技术专业课

程体系优化基础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建筑消防技术专业课程

体系优化，主要依托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产教融合理论

及“OBE”教育理念三大核心理论基础。建构主义强调

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主动构建知识，有利于通过项目

导向式教学实现知识与能力的同步建构；产教融合理

论主张教育过程应紧密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校企协同

育人，为课程内容的实战化与应用化提供方向支撑；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理念则强调以学

习成果为导向，倒逼课程结构围绕学生能力达成进行

系统重构。这些理论共同构成课程体系优化的理论支

点，为实现建筑消防技术专业从技能导向向能力导向

的教学转型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2]。 
3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建筑消防技术专业课

程体系优化难点 
3.1 课程内容更新滞后，难以满足创新需求 
当前多数高职院校建筑消防技术专业的课程内容

仍停留在传统防火规范与施工工艺的知识传授层面，

更新周期较长，缺乏对新兴技术、智能装备和产业前沿

的有效融入。随着智慧消防、绿色建筑和数字化管理等

新理念的快速发展，行业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综合

能力要求。然而现有课程未能紧跟技术革新节奏，创新

模块设置不足，内容碎片化现象突出，导致学生难以形

成系统性创新思维和技术整合能力，课程内容与职业

岗位能力要求之间存在明显脱节[3]。 
3.2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缺乏创新实践平台 
尽管高职教育强调“做中学”，但在建筑消防技术

专业中，实践教学普遍存在形式单一、场景缺失、内容

滞后等问题[4]。多数实训仍围绕常规操作技能展开，缺

乏以创新项目、产业需求或创业任务为导向的实战演

练。部分院校受限于经费和设备条件，难以构建多功能、

跨专业、真实化的消防仿真与创新实践平台，学生难以

在真实任务中锻炼创新能力、项目管理能力与问题解

决能力，制约了专业课程体系的创新价值提升。 
3.3 师资力量不足，难以实现多维度培养 
高质量课程体系建设离不开复合型、实践型师资

队伍支撑，而建筑消防技术专业普遍存在师资结构单

一、创新经验不足的问题。多数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但

缺乏消防工程应用、创业项目运营和跨专业整合能力，

难以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实现技术创新与价值创造的有

机统一[5]。此外，兼职教师多来源于企业一线，但教学

能力参差不齐，尚未形成稳定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上

述问题导致课程设计与实施无法兼顾知识、能力、素养

等多维目标，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流于表面。 
3.4 行业发展变化快，课程设计缺乏前瞻性 
建筑消防技术行业受科技进步、政策调整和城市

更新等多重因素影响，发展趋势日新月异，对教育的响

应速度提出更高要求。然而当前课程设计往往受制于

制度周期、编制流程和资源限制，缺乏动态更新机制与

前瞻性研判基础，无法快速融入新技术、新规范、新材

料等前沿内容。课程体系缺少基于行业趋势构建的“未

来岗位图谱”或“能力成长路径”，难以引导学生建立

与未来产业接轨的职业认知与发展规划，从而削弱了

课程对学生创新能力与就业竞争力的支撑功能[6]。 
4 基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建筑消防技术专业课

程体系优化策略 
4.1 深化校企合作，提升实践教学质量 
通过构建校企共建共育机制，推动建筑消防技术

专业实践教学平台向真实化、项目化方向发展，有助于

强化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的操作能力和创新意识。教师

应主动对接企业资源，引入企业真实工程项目作为教

学案例，组织学生参与各类岗位实训与模拟演练，提升

其实践操作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推动“双导师制”

实施，将企业工程师纳入教学团队，协同指导学生完成

项目实践，增强课程的应用导向。通过制度化合作，教

师可借助企业平台持续优化教学内容与实践场景，实

现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的深度融合。 
比如，在《建筑消防设施检测与维护》这节课程中，

教师需要联合消防设备企业引入真实项目任务，组织

学生开展实地模拟检测演练。教学中设置包含设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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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系统故障分析、维保流程设计等环节，引导学生依

照标准作业流程完成任务，并形成完整技术报告。在企

业工程师协助下，教师引导学生对检测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分析与整改建议撰写，训练其基于现场数据进行

判断和技术表达的能力。为保障教学质量，教师还需制

定与行业标准一致的评分细则，将检测流程的规范性、

问题识别的准确性与整改建议的可行性作为核心评价

指标。实践过程中，教师借助校企共建平台配置真实消

防泵房与自动喷淋系统模型，使学生在真实设备操作

中理解系统组成与运行逻辑。此类项目教学不仅增强

学生对规范标准的理解，也提升了其在动态现场中快

速应对与技术整合的能力，真正实现“做中学、学中创”

的育人目标[7]。 
4.2 创新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教学方法需从单一讲授转向多元互动，推动任务

驱动、项目导向与跨学科融合等教学策略的综合应用。

教师应围绕实际问题设定开放性任务，引导学生进行

方案构思、设计实现与结果优化，激发其主动探索与创

新表达能力。同时，教学中应引入头脑风暴、设计思维

与逆向工程等创新方法，使学生在复杂任务解决过程

中形成系统思维与创新意识。通过教学方式的迭代重

构，教师能够有效建立起知识传授与能力生成的桥梁，

推动学生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 
比如，在《智能消防系统设计》这节课程中，教师

需要引导学生围绕“多场景智能预警系统构建”设定任

务，组织跨组协作完成系统设计与功能模拟。教学设计

中融入虚拟仿真平台，引导学生通过系统建模、传感器

配置、控制算法设定等步骤开展方案开发。教师以迭代

评估方式启发学生优化设计参数，鼓励尝试多种技术

路径，拓展其工程想象力与实践推理能力。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设定分阶段汇报机制，督促学生完成各设计子

任务的逻辑关联与技术实现，确保其具备系统集成与

功能调试的能力。同时，引导学生基于不同使用场景分

析火灾响应逻辑，评估设计系统的实用性与响应效率。

通过项目驱动、情境设定与思维重构的融合，教师有效

激发学生探索精神与创新潜能，使其具备将抽象概念

转化为技术系统的能力。 
4.3 加强师资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课程体系改革需以高素质师资为支撑，教师队伍

建设应注重“双师型”能力培养与跨界教学能力的提升。

教师可通过参与企业实践、创新创业培训、专业竞赛指

导等途径，拓展工程经验与项目管理能力，为课程设计

提供真实背景支撑。同时，应强化教师教学方法更新与

信息化素养训练，提升其掌握混合式教学、线上协同工

具及教学可视化技术的能力。通过校本培训与外部研

修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一支既具行业视野又具教育理

念的教师团队，推动专业课程的系统升级。 
比如，在《建筑火灾风险评估》这节课程中，教师

需要结合前期企业挂职经历，将真实评估流程引入课

堂教学，并以典型工程案例为蓝本引导学生进行风险

识别与等级判断。课程中设置基于“火灾荷载分析+建
筑功能风险矩阵”的任务单，引导学生围绕场景制定评

估方案，并进行结果建模与对比优化。教师以自身项目

参与经验指导学生评估过程中常见误区与判断依据，

强化其应用评估标准和数据工具的能力，实现技术理

解与风险意识的双重提升。为增强学生评估技能的科

学性，教师需引导其熟练掌握《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

国家标准，并通过模拟评估报告训练其逻辑表达与数

据呈现能力。课程后期，教师可设置分组展示，让学生

对不同评估路径的优劣进行系统比较，从而深化其决

策思维。通过复合型师资主导下的实践导向教学，学生

能力结构更趋完整，理论与工程应用实现有效融合。 
4.4 优化课程体系，跟踪行业发展趋势 
课程设置应基于学生核心能力发展目标，构建模

块化、层级化、可持续更新的教学体系。教师在课程开

发过程中应主动调研行业标准、技术演进及岗位能力

模型，及时调整课程内容结构，使其紧贴产业变化。同

时，可建立课程动态修订机制，定期审视课程内容与行

业技术匹配度，推动课程资源持续迭代。教师还需统筹

通识课程、专业课程与创新创业课程之间的逻辑衔接，

增强学生能力成长路径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使课程

体系在服务学生职业发展中发挥稳定支撑作用[8]。 
比如，在《建筑消防工程综合实训》这节课程中，

教师需要围绕当前绿色建筑与智慧消防融合发展趋势，

设计综合性任务模块。课程内容涵盖建筑信息模型

（BIM）应用、智能监控系统布置、绿色建材选择等新

兴内容，教师引导学生完成从方案设计到系统集成的

全过程。教学中动态更新任务内容，以应对行业新技术

的快速更替，确保学生掌握具备前沿属性的复合型技

能。教师在课程起始阶段需引导学生查阅最新政策文

件与行业发展报告，以形成对产业趋势的初步认知。同

时，设置“模块嵌套+综合汇报”的教学结构，分阶段

推进教学目标，强化学生系统整合与技术迁移能力。课

程考核中融入绿色效能评估与智能响应功能评分，促

进学生对复杂系统性能的整体把握。通过前瞻性内容

与系统性任务融合，教师有效推动课程向技术前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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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深度靠拢。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研究了在创新创业能力导向

下，建筑消防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优化的现实难点与实

践路径。通过分析课程内容滞后、实践环节薄弱、师资

力量不足及课程前瞻性缺失等问题，提出了深化校企

合作、创新教学方式、加强师资建设与优化课程体系等

策略。研究旨在推动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高度契合，强

化学生的综合应用与创新实践能力，为高职教育服务

消防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与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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