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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路工程造价课程是一门强调实践的课程。基于建构主义的任务驱动法教学主张“通过做来学”。为了

改变公路工程造价课程中“教”与“学”脱节的现状，提出了将任务驱动法应用于该课程教学中。从课

前导学、课中助学及课后拓展以及学习评价等方面阐述了任务驱动法教学在公路工程造价课程中的具体

应用。教学实践证明，任务驱动法教学对于改进公路工程造价课程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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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Cost Course is a course that emphasizes practice. Task-Based Learning 
based on constructivism advocates “learning by doing”. In order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Cost Course, 
it is proposed to apply Task-Based Learning to the course teaching.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ask-
Based Learning in the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Cost Course is elabor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985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9850
https://www.hanspub.org/


彭庆辉，肖化政 
 

 

DOI: 10.12677/ass.2024.139850 587 社会科学前沿 
 

pre-class guidance, class assistance, after-class extension, and learning evaluation. Teaching prac-
tice has proved that Task-Based Learn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Cost Course. 

 
Keywords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Cost Course, Constructivism, Task-Based Learning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公路工程造价课程是土木工程专业道路与桥梁方向的专业课。该课程的学习目的是让学生理解和熟

悉工程造价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掌握工程量和工程造价的计算方法，具备一定的工程造

价文件编制能力。 
公路工程造价课程不同于土木工程专业道路与桥梁方向的其他专业课程，它是一门强调实际操作的

课程。而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一种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教学方法，它提倡学生主动去学，从“做中去学”。

在公路工程造价这门课程中应用任务驱动法，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自我驱动力，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任务驱动法教学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2.1. 公路工程造价课程的现状 

公路工程造价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较强的应用型课程，作为尚未毕业的学生，接触工程实践的机

会不多，而之前学习的桥梁工程，路基路面工程等专业课程知识掌握得不牢固，造成了教师的“教”和

学生的“学”容易脱节。 
在公路工程造价课堂教学中，教师努力地讲造价理论，讲工程量计算的具体过程，学生却看不懂图

纸，不能理解造价的原理，更谈不上运用造价的理论知识解决算量算价的问题。学生学不明白理论知识，

看不懂各种计量计价的规则，从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造成了在课堂上睡觉，玩手机的情况比比皆是，

课程考试追求“60 分万岁”，最后在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中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2.2. 任务驱动法教学法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知识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1]。一项大的

学习任务项目可分解为若干项子任务。完成课题的目的便成为学习者学习从属技能的驱动力，解决问题

的实际需要将促使学习者去主动学习相关的内容。 
任务驱动教学法(Task-Based Learning)是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方法，是建构主

义理论在教育教学中的一种具体应用。这种教学方法主张教师将教学内容隐含在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

任务中，以完成任务作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动机驱动下，通过对任务进行分析、讨论，

明确它大体涉及哪些知识，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并找出哪些是旧知识，哪些是新知识，在老师的指导、

帮助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主动应用，在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过程中，找出完成任务的方法，最

后通过任务的完成实现知识的建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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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任务驱动法教学在教学中的应用 

在公路工程造价课程中体现的任务驱动法教学，就是在“教”和“学”中间加入“做”这个环节[3]。
在一个个教学任务的驱动下展开教学活动，引导学生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完成一系列教学

任务，利用学生的“做”来连接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从而解决公路工程造价课程教学中教与学

脱节的问题。 
同时，在公路工程造价教学中设置学生有兴趣，易操作的任务，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学生根据自

己的知识及经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外部信息，进一步建构新知识、新理解，从而使其最终实现

新旧知识的意义建构[4]。 

3. 教学的实施 

基于建构主义的任务驱动法，需要通过教师课前导学、课堂助学和课后拓学的模式帮助学生通过课

前自主学习获取基础知识、课中交流讨论强化专业能力、课后拓展提升综合素养来完成整个学习过程[5]。
最后，通过多元化的学习评价，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态，帮助教师了解课程的教学效果。 

3.1. 课前导学 

在课前，教师借助“学习通”等网络教学工具，将需要完成的课前任务及所需要的图纸，视频，相关

造价规范，定额等资料发放到学生手上。引导学生通过观看施工现场的视频，结合之前学习的桥梁工程，

路基路面工程等相关课程，能够看懂图纸，搞明白各个结构物是怎么样从图纸一步一步变成现实的，进

而理解工程量的计算规则，理解定额的原理，理解工程造价的组成。鼓励学生根据所获得的具体任务，

自己独立或组队进行工程量和工程造价的计算。学生在课前接触到真实项目的图纸和视频，让他们对本

课程产生兴趣，从而吸引学生去完成课前任务。在完成课前任务的挑战中，促使学生主动复习和自学与

造价相关的基础知识，为参与课堂教学和课堂讨论做准备。 
比如，让学生提前观看桥梁施工的短视频，更直观地认识桥梁各个部件的位置形状，更好地理解工

程量计算的规则，进而要求学生把桥梁的造价计算按桥梁部位分成基础，下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附属

结构四个子任务，学生自由组队完成各项子任务。鼓励学生推选组长，由组长在组内进行任务分配，每

位同学都要动手计算自己负责的这部分项目价格，还要审核本组其他同学的计量计价任务。一些学生作

为组里的“小老师”，指导帮助其他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完成任务，使他们颇有成就感。基础薄弱的学

生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下独立完成任务，并能获得老师的肯定，也让他们感受到造价学习带给他们的信心

和快乐。 

3.2. 课堂助学 

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提出自己在课前自学和完成任务时碰到的各种问题，产生的各种疑问，然后让

学生进行充分的讨论，提出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法，最后由老师进行点评和分析总结。 
比如，许多学生在完成土方计量计价的教学任务时，发现在计算土方工程量时，图纸上的挖填方数

量和工程量清单的数量以及在套用定额的时候所用的工程量存在差异。于是在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就

这个共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设计图纸上土方数量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在编制工程量清单时，土方数量

的计算是否需要考虑挖方和填方时的土的不同状态；在进行造价计算时，还要考虑哪些施工措施所带来

的土方数量的变化。 
在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的讨论中，学生深刻理解了设计工程量、清单工程量以及定额工程量的

联系与区别，教师也发现了学生在学习中可能存在的薄弱之处，从而对后续的任务进行调整，以补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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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短板。同时，由于充分的讨论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了乐趣，从而激发了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3.3. 课后拓展 

在课后，教师对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和所展示的成果进行评价和总结，并通过网络教学工具，多角

度多层次提出课后任务。课后任务分为必选任务和可选任务，学生在完成必选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

自身情况选择性完成可选任务，从而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 
比如，在路基工程造价教学中，在布置路基填筑的工程量计算任务中，利用平均断面面积法计算工

程量是必选任务，似棱体法计算土方数量并和平均断面面积法计算工程量进行比较以及建模计算土方数

量则是可选任务。针对学有余力的学生，教师鼓励他们运用所学的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构建路基结构物

的三维模型，更快速更准确地计算工程数量。针对将来想要从事造价工作的同学，鼓励他们对土方的造

价原理，工程量计算规则进行更深入的学习，熟练掌握各种计量计价软件的操作，为以后从事专业的造

价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针对基础薄弱的同学，在他们独立完成必选任务的前提下，鼓励他们与学有余

力的学生组成搭档，共同完成建模等可选任务。 

3.4. 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是任务驱动法教学不可或缺的一环。教学评价对于学生与教师有着较为显著的指导诊断，

能增强学生决策能力并加强激励。任务驱动教学法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因此对学生学习的评价不能一味

地强调考试成绩，评价内容都应追求多元化，注重形成性评价，不能只强调最终成果，即综合评价整个

过程中学生的参与态度，个体创新能力、学习素质、知识迁移能力、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等[6]。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scoring composition of the course 
图 1. 课程评分组成图 

 
在过去的公路工程造价课程的学习评价中，考试分值占 80%，平时成绩占 20%，平时成绩的主要依

据是学生的考勤和作业情况。这造成了学生上课的目的就是提高考勤率，“身在曹营心在汉”，上课睡

觉、玩手机的情况屡禁不止，课后作业抄袭情况普遍。根据任务驱动法，公路工程造价课程的学习评价

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课程的学习评价由课堂表现，课后作业以及期末考试三大部分组成(如图 1)。其中课

堂表现的分数比重较大，它需要综合考虑学生在课堂上参与讨论、发言的频率和正确率，展示成果的表

达能力以及成果本身的质量，它的评价分数来自教师评分和同伴评分。课后作业的评分依据是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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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对于能够完成可选任务的学生，给予一定分值的奖励。这种评分模式使得学生上课不能只是为

了“签到”，而必须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积极参与小组讨论，充分展示自我能力；课后作业不能只是追

求按时完成作业，为了获得奖励分数，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找资料自学各类专业软件，组队讨论

题目解决问题。 

4. 教学效果 

2022 年和 2023 年，我们将任务驱动法应用于公路工程造价课程的教学中。从 2019-2023 年的学生满

意度测评中，可以看到，采用任务驱动法的课堂教学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肯定，学生的满意度评分基本

在 98 分左右，而在 2022 年之前该门课程的学生满意度评分基本在 95 分左右(见图 2)。在满意度测评中，

对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思维活跃，主动与老师交

流”、“学生出勤率高，无迟到、早退、旷课等现象”等评价选项，90%的学生给出了 10 分的满分。在

满意度评价的学生建议中，学生也对任务驱动法在教学的应用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通过各项任务的

完成和课堂讨论，对公路工程造价课程的学习兴趣更高了，对课程知识掌握得更牢固了，同时还对课程

的任务设置和评分的标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明显感受到上课氛围变得更活跃更积极了。上课坐在教室后排，不抬头，

刷手机的人少了，课上认真做笔记，课间课后和老师交流，和同学相互讨论课程内容的人多了。在后续

的相关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中，学生提交的设计成果的质量和现场答辩时回答相关问题的表现都有了长

足的进步。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student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2019~2023) 
图 2. 满意度评分图(2019~2023) 

5. 结语 

本课程实施了任务驱动式教学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质量都大为提高。实践证明，任务驱动

式教学方法对于改进公路工程造价课程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发现课时不足是影响任务驱动法教学的重要因素。受到课时的限制，

学生可以用于展示成果和进行讨论的时间不足，不是每个人都有提问和发言的机会，只能鼓励学生课后

与同学与老师开展交流。此外，课堂表现的评分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给予

学生更加公平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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