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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 Cost and Claim Management is the basic course for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tudents. The 
case teaching mode that combines theory and practice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the trend of 
future classroom teaching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background of en-
gineering cost and claim management cours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to study and design the case teaching ideas and case library con-
struction proces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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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造价与索赔管理是工程管理专业学生的基础课程，利用信息化技术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案例教学

模式是未来课堂教学发展的趋势。本文通过对工程造价与索赔管理课程教学背景进行深入分析，结合课

程特点及教学内容对该课程的案例教学思路和案例库建设过程进行研究设计，并对案例教学模式进行应

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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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也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

教师通过黑板、投影仪等一系列授课方式传递书本和教案上的信息，学生作为信息的接收者，以听讲和

做笔记的方式学习所有课程。由于学生始终处于被动获取知识的状态，导致注意力无法长时间集中，学

习效率不高。在此背景下，案例法逐渐引入教学课堂，案例教学是激发学生上课兴趣、培养学生解决具

体教学问题的有利途径，学生的角色从被动学习者转变为主动探索者，课堂教学模式由此发生了新的转

变。 

2. 《工程造价与索赔管理》课程改革背景 

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因建筑工程承包双方对建筑工程承包责任及法律观念不强等造成工期延误、施

工质量差等问题引起的工程造价纠纷与索赔时有发生。《工程造价与索赔管理》是我校面对工程管理全

日制专业型硕士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熟练掌握工程造价与索赔相关理论知识，初步构建

专业知识体系，并逐渐具备对实际案例对工程造价成本进行控制以及工程索赔事项处理的能力。由于工

程类学科的教学内容以及特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难以完成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存在以下问题： 

2.1. 教学内容不深入 

《工程造价与索赔管理》课程涉及建筑工程造价、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工程索赔处理等多方面理论

知识，由于课程内容覆盖广，课时少，对理论知识的讲解在深度上点到为止[1]。为了在有限的课时让学

生掌握更多有价值的专业知识，如何对课程内容进行取舍选取重点使得教授内容能够真正为学生在实际

工程中提供理论帮助是目前课程教学面临的一大难点。 

2.2. 缺乏与实际工程紧密结合 

本课程现有的教学模式是以老师主导课堂的课本理论教学为主的灌输式教学，学生作为观众，老师

将教学知识单向传递，缺少师生间的交流互动。教材理论性强，学生无法深入工程背景中思考问题，难

以培养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 课程内容“老旧” 

现代施工技术水平日新月异，工程的建设速度和规模日益增加，从而对工程成本控制提出了更高要

求，利用 BIM 技术等信息化管理方法对工程造价、工程质量等进行控制已成为了建筑业的研究热点。土

木工程类课程往往具有很强的工程背景，课堂教学内容需以实际工程作为载体，课程教材的更新速度滞

后于建筑业发展的速度，理论知识死板，课程案例老旧，学生难以接触到实际工程的新知识、新方法、

新技术，从而对专业学习丧失兴趣，就业时也难以满足建筑行业对管理人才的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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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教学研究设计 

案例教学是指基于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进行教学，案例中包含着角色信息、工程信息、环境信息和事

件发生经过等供分析和研究的重要数据信息，案例教学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激发学生

的专业性思考，有助于理解复杂问题同时将理论概念应用于实际问题中，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加强师

生间的互动和协作。 

3.1. 案例教学法基本思路 

随着建筑行业的高速发展，BIM 技术已作为一项新的信息技术来提高工作和管理效率，并在建设工

程项目全生命周期中进行管理具有巨大的应用优势，新技术的推广也对工程管理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利

用案例法授课的目的是加强学生对 BIM 技术的认识、培养应用 BIM 技术的能力，并能够将 BIM 技术应

用于工程造价和索赔管理工作，解决实际问题。 
案例教学法在本课程的基本应用思路是：首先根据课程内容划分知识点，根据不同知识点从案例库

中选取相应的实际工程案例信息作为教学资源。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先由教师结合案例背景讲授基本知

识要点，学生根据所学内容利用工程案例资料以个人或小组形式进行BIM技术学习、应用以及案例分析，

在具体的工程情境中主动思考探索，再以课堂讨论和汇报形式展示 BIM 技术在案例研究中的应用过程及

案例分析结果，教师通过对学生讨论和汇报的评析，评析内容包括案例知识点涉及、案例分析思路及方

法及案例引发的思考等，从而巩固学生所学知识并达到学以致用[2]。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采取了“初步

学习、粗识浅析–加深理解、培养能力–巩固知识、掌握方法”的学习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对课程的

参与度和兴趣度，增强了对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还有助于学生构建框架清晰且印象深刻的知识体系。

案例教学法设计思路见图 1。 
 

 
Figure 1. Design idea of case teaching method 
图 1. 案例教学法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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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课程案例库建设 

1) 课程案例特点 
真实性：部分课程案例是教师根据抽象、理论性的知识点改编或杜撰应用于课程讲解中，虚构的工

程案例缺乏严密性和逻辑性，经不起推敲。教学过程中要选取有实际工程背景的案例，以事实为依据，

具体可靠[3]。不仅能让学生深入实际工程情境中思考问题、获取相关知识，还能初步掌握工程项目管理

和实践能力，帮助学生在就业时满足用人单位的期望。 
典型性：由于课程任务多、时间紧，案例内容一定要服务于具体的课程知识点，采用大量案例来解

释说明所有知识点是不可行的。因此，案例教学中教师要学会取舍，“取”理论知识抽象、学生难以理

解的重难点课程内容采用案例教学，“舍”条理清晰、简单易懂的知识点和粗学内容，采用传统的教师

讲解课堂模式加快教学进度；“取”包含一个或多个明确的知识要点、原理或特色鲜明、分析难度适中

的代表性案例，达到“一案多理”、“一案明理”的教学效果，“舍”难度过浅或过深、包含知识点混

杂无重点的随意案例。 
前沿性：BIM 技术、装配式建筑、智慧工地等研究热点是目前建筑业发展的趋势，也是极具研究价

值和行业人员关注的前沿问题。选取含有新施工工艺、新管理方法的课程案例能够让学生与时俱进，在

收获课本内容的同时了解行业最新动态。 
启发性：案例教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也是为了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主

动思考，培养自己的分析能力[4]。具有启发性的案例可以产生多种问题分析方式和解决方法，能让教师

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在课堂讨论过程中发生思想上的交流碰撞，丰富学生的思维模式[5]。 
2) 案例库建设过程 
为满足课程案例具有前沿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要求，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案例采集方式[6]。

我校工程管理专业 BIM 实验室拥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建设项目案例信息，包括工程建设图纸、BIM 三维模

型、施工组织计划，更可通过对施工现场情况进行了解获取工程实际施工进度、工程造价变更及现场索

赔事项的发生及处理过程等，可为研究生提供多工程信息和 BIM 技术软硬件支持，BIM 实验室需安排专

人负责案例库建设与管理工作，案例获取来源可为学校参与建设项目、教师科研项目、学生实习项目和

校企合作中企业单位建造项目等多种途径。案例库要根据课程所涉及到的不同知识点进行规范化建设，

每个案例的设计要包括章节、知识点、案例名称、案例内容、BIM 技术应用点、案例分析过程等多方面

内容，详细的教学案例设计便于教师针对不同知识点和知识难度选择合适的案例进行教学。 
案例库需定时补充更新，在教学过程中若出现案例过难、无特殊代表性、涉及知识点广而杂等情况，

应及时更改教学案例设计或补充案例库。在学生的思考与讨论过程中可能会对教学案例探索出新的知识

点或案例分析结果，案例库在教学过程中日益补充完善，使得案例教学模式逐步趋于成熟，获得最佳学

习效果。 

4. 《工程造价与索赔管理》课程案例教学应用 

4.1. 课程案例库架构及资源应用 

根据《工程造价与索赔管理》课程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可将案例库分为两大应用类型：利用 BIM
技术进行工程造价和索赔管理的实践型案例库和通过BIM技术了解工程实例以帮助分析索赔等问题的理

论型案例库。《工程造价和索赔管理》课程教学案例库架构见图 2。 
案例库中所包含的资源类型有：工程图纸、BIM 模型、施工组织设计和案例信息等。 
1) 工程图纸：根据图纸建立 BIM 三维模型，掌握建筑识图能力，了解施工技术、建筑材料等工程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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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rchitecture of the course case library 
图 2. 课程案例库架构 

 
2) BIM 模型：BIM 模型可用于碰撞检查、施工进度模拟等应用要点，有助于工程成本控制要点探索。

BIM 模型也可在案例分析中帮助同学了解工程概貌，深入工程实际情景进行分析。 
3) 施工组织设计：施工组织设计中的施工方案、施工进度计划等可与实际施工情况进行比较，确定

影响工程造价和造成索赔事项的因素。 
4) 案例信息：根据工程概述和索赔事项描述，进行案例分析。 

4.2. 《工程造价与索赔管理》课程案例教学应用示例 

在教学过程中，应选择知识点明确、案例应用优势大的课程章节采用案例教学法，《工程造价与索

赔管理》课程案例教学具体应用示例见表 1。 
 

Table 1. Example of specific case application of course teaching in Engineering Cost and Claim Management 
表 1. 《工程造价与索赔管理》课程案例教学具体应用示例 

课程章节 教学方法 使用软件 知识点掌握 案例教学应用优势 

工程量清

单计价 

运用 BIM 技术将项目信息进行集

成，快速获得工程量清单，计算出

出工程造价。 

广联达计价软

件 
建筑识图；工程造价

计算程序 

从工程量计算到套取相应定额进

行计价，使得学生对工程量清单计

价有了整体性、系统性的认识，并

培养了学生的软件技能。 

施工阶段

成本控制 

利用 BIM 建立的建筑和安装三维

模型，在 Navisworks 进行碰撞检

查发现设计问题。 

Revit、
Navisworks 

BIM 技术在工程造

价管理方面的应用

技术；设计阶段对成

本进行控制的方式 

通过对实际工程利用 BIM 技术进

行碰撞检查，感知在设计阶段发现

图纸问题进行更改从而减少施工

期间工程变更以控制工程成本的

重要性。 

投资估算、

设计概算

和施工图

预算 

利用 BIM 技术建立招标图纸模型

与竣工模型，快速进行三算对比及

成本分析。 
Revit 

投资估算、设计概算

和施工图预算的概

念及区别；成本分析

的方式；影响工程造

价变更的因素 

利用 BIM 技术可清楚直观的展示

三算区别，确定影响工程造价变动

的因素。 

工期、 
费用索赔 

在施工模拟界面将现场实际施工

情况与施工模拟进度对比，标注发

生延误的工序，根据索赔处理条例

进行工期及费用索赔。 

Project,  
Navisworks, 
Synchro 4D 施
工模拟软件等 

索赔起因；索赔程

序；工期和费用索赔

计算方法；建设工程

合同相关条例 

可快速定位工期延误的时间点和

施工工序，方便对延误的工期和产

生的费用损失进行计算整理。 

工程 
索赔管理 

结合工程 BIM 模型和索赔案例背

景进行施工索赔工期、费用分析以

及索赔事项处理等。 

Revit、p3 项目

管理软件 

索赔起因；工期、费

用索赔计算方法；索

赔事项处理方式； 

BIM 模型有助于了解工程的规模

大小和造成索赔事项发生的施工

工序，能够帮助学生深入工程背景

中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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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案例教学法将课堂的主角由老师转变为学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激励他们主动学习探索思

考，学生不再依赖于老师讲解的内容获取局限性知识，而是通过自己的发散性思维和与同学之间的思想

碰撞收获课程知识、分析能力与思维方式，课堂氛围轻松随意。案例库的建设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不断

更新、丰富、完善，在不断地积累总结中逐渐建成案例知识点明确有代表性、案例应用方便快捷、案例

采集长期稳定的趋于成熟的案例库，扩充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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