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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

本人自愿申报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认可所填写

的《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书》（以下简称为《申

报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并承诺对所填写的《申报书》所涉及各项内

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课题申请如获准立项,在研究

工作中，接受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委托）单位、以及本人所在单位的

管理，并对以下约定信守承诺：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遵守我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

2.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恪守学术道德，维护学术尊严。研究过

程真实，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杜绝伪注、伪造、

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成果真实，不重复发表研究成果；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的声誉和公

信力，不以项目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3.遵守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有关管理规定以及

广东省财务规章制度。

4.凡因项目内容、成果或研究过程引起的法律、学术、产权或经费使

用问题引起的纠纷，责任由相应的项目研究人员承担。

5.项目立项未获得资助或获得批准的资助经费低于申请的资助经费

时，同意承担项目并按申报预期完成研究任务。

6.不属于以下情况之一：（1）申报项目为与教改无关的教育教学理

论研究项目；（2）申报的项目已获同一级别省级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立项；

（3）本人主持的省高职教改项目尚未结题。

7.同意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委托）单位有权基于公益需要公布、

使用、宣传《项目申请·评审书》内容及相关成果。

项目主持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2023 年 0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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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表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思政要素与专业知识耦合性问题研究——以“绿色建筑设计”课程为

例

项目主持

人身份2

□校级领导 □中层干部 □青年教师□一线教学管理人员 普通教

师 □校外兼职教师□其他人员

起止年月3 2023 年 09 月至 2026 年 09 月

项

目

主

持

人

姓名 秦翠翠 性别 女
出生年

月
198303

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

务
—/—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中国

所在单位

单位名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 518055

电话 0755-26731158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西丽湖校区行

政楼 314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

时
所在单位

春季学期 绿色建筑设计
19-21 级建筑设

计专业学生
4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 项目主持人如为青年教师或一线教学管理人员或普通教师，应附相关证明材料。项目组成员也应符合相关要求。

如没有提供，审核不通过。
3 项目研究与实践期为 2-3 年，开始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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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学期 建筑设计基础
16-21 级建筑设

计专业学生
42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秋季学期 居住建筑设计
17-20 级建筑设

计专业学生
96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春季学期 高层建筑设计
16-18 级建筑设

计专业学生
48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与项目有

关的研究

与实践基

础

立项时间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2022 年
思政要素与专业知识耦合性问题研

究——以绿色建筑设计课程为例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绿色建筑设计”数字化教材建设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绿色建筑设计”金课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校级绿色建筑人才培训基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项目 广东省科技厅

2020 年
第十二届全国高等院校 BIM-CIM 创

新大赛-绿建专项设计类一等奖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学校认定为国赛

2020 年
第十二届全国高等院校 BIM-CIM 创

新大赛-毕业设计类二等奖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

学校认定为国赛

2019 年
广东省“挑战杯”竞赛，获得省级

三等奖
广东省教育厅

2015 年
广东地区绿色建筑混合通风节能效

果的研究

亚热带国家重点实

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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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珠三角地区建筑混合通风技术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项

目

组

成

员

总人数

职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参加单位数

5 1 3 1 0 1 4 1

主要成员4

（不含主

持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月
职称 工作单位 分工 签名

章斌全 57 196607 副教授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课程设

计

高亚妮 50 197310 讲师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资源开

发

石静 45 197610 讲师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资源库

建设

廖翕 34 198904 初级
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

教学实

施

4 项目组成员，来自于本校的成员，不得超过 8 人（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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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依据

含项目意义、研究综述和现状分析等5（建议 3000 字左右）

（1）研究意义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提出，各高校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社

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动当中，切实提高教学实效。在学习

科学文化的征途上，凡是有作为、攀登高峰的人，总是离不开崇高的理

想、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课程思政”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结

合思想教育来引导学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价值，专业的发展方向，

从而形成勤奋刻苦的内驱力，大大提高专业课的教学效果。

绿色建筑、低碳是目前国家提出的重要发展方向，教学中继续传统

方法已不适应行业发展，可持续的绿色建筑设计是大势所趋。2017 年，

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其后，“绿色建筑行动方案”、

“中国制造 2025”、“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2016

—2020 年建筑业信息发展纲要”等系列文件先后出台，对发展绿色建

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和 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

标，降低建筑能耗、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刻不容缓。

为此，本项目重点以“绿色建筑设计”课程为例，研究课程思政元

5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材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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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专业知识的耦合性，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

个环节和各个方面，以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促进课程教学改革，培

养新时代下的可持续发展创新人才，为建筑业节能减排及实现碳达峰贡

献一份力量。本项目符合我国人才培养和建筑节能环保战略及可持续发

展战略，该项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耦合性研究可以在其他课程中

推广使用，研究结果可为教学改革、教学创新、教学资源建设等教研教

改研究提供支撑，以便更加有效地促进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工作的开

展，有效推进我国建筑节能战略计划和教育教学实效性。

（2）研究综述和现状分析

目前建筑专业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还处于起步阶段，

各个高校仍旧在探索如何将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在一起，

如苟湘以“建筑环境学”课程教学为例，浅议专业课程教学与人文教育

的融合理念[1]；骆媛媛以“建筑装饰构造”课程为例进行了专业课程融合

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2];林娉婷探索课程思政改革下的“建筑材料”课

程课堂教学设计[3]；乔春珍以“建筑热工基础”为例，浅谈了教育与智

能建造专业教学融合的路径[4]；郑莹等人以“建筑环境学”课程教学为

例，高校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5]；沈伯雄等人探索了基于 OBE 理

念的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双向融合”的创新教学模式研究[6]。建筑专业

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仍存在一些问题：

1）思政教学融入不够灵活，在建筑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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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教师相关教学经验不足，使课堂教学中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的

融合比较牵强，融合的方式不够科学，导致课堂整体的教学效率较低，

使思政元素的融合停留在表面。在教学设计的环节，教师虽然将思政内

容与专业知识放在同等位置，同等对待，从表面来看进行了相关内容的

教学，但是实际上二者还是相互独立的状态，并没有阐述其之间的内在

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其教学方式较为生硬，缺乏相应的逻辑推理和

联系，可以说没有进行深入融合，学生对所学的内容常常会感到不解，

导致思政教学效果无法得到有效提升。

2）从课程分类来说，建筑专业属于偏理工类的学科，而思政课程

则是文史类的学科。在高职建筑专业课程教学中，其专业课的教师大部

分都是建筑类专业毕业，并且也从事相关工作，对于思政课程的了解程

度不深。要想高效地开展专业课上的思政教学，教师就需要对思政课程

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要将两门课程的知识点进行有机融合，使学生可以

深刻领悟教学内容的深刻内涵，这就要求教师对思政知识有系统化的学

习，否则专业课上的思政教学效率得不到有效提升。

3）绿色发展是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建筑节能、低碳可持续、生态环保等概念的绿色

建筑，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绿

色建筑进入发展快车道，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不断提升。面对绿色建筑应

用技术型人才需求的增长，高校中绿色建筑设计课程的设计和地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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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日益凸显。目前还没有关于“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教学与思政元素融

合的相关研究，因此该课程教学与思政元素的耦合性问题研究尤为必

要，为促进课程教学改革，培养新时代下的可持续发展创新人才，为建

筑业节能减排及实现碳达峰贡献一份力量，同时也可为其他课程思政建

设提法方法论指引，有效推进我国教育教学实效性。

参考文献:

[1] 苟湘.浅议专业课程教学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以“建筑环境学”

课程教学为例[J].消费导刊,2008(23):154.

[2] 骆媛媛.高职院校专业课程融合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以“建筑

装饰构造”课程为例[J].文教资料,2020(28):75-77.

[3] 林娉婷.课程思政改革下的“建筑材料”课程课堂教学设计探索[J].

科幻画报,2022(02):112-113.

[4] 乔春珍,陈伟娇,李志永.思政教育与智能建造专业教学融合的路径

探 讨 —— 以 “ 建 筑 热 工 基 础 ” 为 例 [J]. 甘 肃 教 育 研

究,2021(07):113-115.

[5] 郑莹,乌日娜,李业秋,岱钦.论高校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 以 “ 光 学 系 统 设 计 ” 课 程 为 例 [J]. 教 书 育 人 ( 高 教 论

坛),2021(30):81-83.

[6] 沈伯雄,刘颖.基于 OBE 理念的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双向融合”的

创新教学模式研究[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2,35(0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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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方案

1.目标和拟解决的问题（建议 500 字左右）

（1）研究目标

“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是建筑工程学院建筑设计专业非常重要的建

筑技术课程，直接与建筑行业的发展前沿接轨，是提升建筑节能、环保

和可持续性的重要路径，对于学生的建筑方案设计水平的提高至关重

要。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内外绿色建筑发展史、绿色建筑设计原则与方法、

绿色建筑技术措施、绿色建筑应用五个主要部分，其知识内容为后续开

设的建筑施工图设计、建筑综合课程设计、高层建筑设计等课程紧密相

关，绿色建筑设计的知识若不扎实，后续学生的建筑设计方案水平将会

大打折扣。该课程知识点繁多，整体知识内容偏难，在信息化快速发展

的当下，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学习的要求，传

统授课课堂学生学习效率不高、师生互动差、学生对课程学习缺乏积极

性和主动性已成常态，没有课程思政方面的深刻认知。因此，结合当前

信息化社会的大背景，将对本课程进行改革和创新，研究在教学过程中，

如何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合到课程中。具体建设目标如下：

1）资源建设开发

针对课程特点进行体系化教学资源开发：

①知识掌握：建设完善的梯度化教学课程思政资源体系，满足不同

生源对于知识掌握的需求；以任务为导向的教学模式贯穿全部碎片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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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提升学生自主探索的能力，提高课程挑战度。

②技能提升：技能教学结合职业技能证书，与企业紧密接轨，借助

虚拟仿真优化提升学生技能熟练程度。

③素质养成：素质教育融入各个资源中，并设置素质测评体系，完

善课程思政教学生态。

④教学管理：建立学习过程评分系统，结合 AI 审图提升专业和课

程思政耦合教学管理效率，结合平台数据进行全过程教学数据收集，为

教学应变提供专业与课程思政数据支撑。

2）教材教法改革

①参考国规教学，结合大赛、1+X 案例，优化课程标准，开发以项

目为导向，以课程思政为抓手的教学资源库、活页式立体化教材，并思

考多种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开发融媒体教材。

②教法采用“五步法”，提高课堂效率，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以学生为中心，真实任务为载体，融入敬业、爱岗的工匠精神，以学习

通平台为载体，使学生综合达成三维目标。

（2）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思政元素的资源开发

2）“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教学与思政元素耦合体系的建立

3）融合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的多元评价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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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与实践内容（建议 1000 字）

1）课程标准完善

在推动建筑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下，结合智慧建造技术、BIM 正向设

计技术进行新技术的普及推广，通过 1+X 证书及技能大赛等对课标进行

优化迭代，做到书证融通，契合企业要求并提升课程高阶性。

挖掘思政元素，通过课程思政案例的切入开展知识目标导学，宣扬

诚信、守法、规范、负责等正确价值取向，开展工匠精神教育。

构建具有职业人文特色的专业文化，耦合企业的价值理念、管理理

念、竞争观念、集体观念、服务观念，从而潜移默化地规范学生的思想

和言行，逐步形成企业认可的人才必备素质，在价值理念上实现与企业

的“零距离”对接，帮助学生形成对职业正确的认识、积极的评价，从

而促进职业精神的养成。

2）课程内容创新设计

以课程能力培养需求为依据，基于真实的工作过程，进行专业技能

分解，以设计任务(项目)为载体，基于工作过程进行课程思政元素开发，

以行动导向进行教学设计：坚持以素质提升为导向，突出“学生主体、

教师主导”的教学理念，着眼于建立以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和师生互动为

主要特征的教学模式。

3）建立课程教学与思政元素融合的资源库

教学案例引用建筑设计企业的典型工程，教学与课程思政资源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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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应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通过二维码的方式“无缝隙”地链接建筑

施工图纸案例、轻量化的 BIM 三维模型、VR、微课程、动画等多媒体教

学资源，使教学内容和课程思政的呈现更加隐形易懂。资源采用或编写

深度对接行业企业标准和国家人才培养思政建设，能够支持课前的学

习、课中的加工和课后的学习，做到育人元素漫润式进专业、进课程、

进教材。

红色资源为精选思政元素和开发红色育人资源，开发“课程思政案

例信息库”，精选“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思政教学育人元素，建立红色

案例等“红色资源库"，开发课程思政育人资源，供选择使用。

4）教学实施

教学内容以项目为引导，贯穿教学“五步法”，即通过思政元素切

入目标导学，通过经典案例图纸进行自主探究，在对设计理论和课程思

政要点的交流点拨后，学生进行完成设计项目的建构拓展，最后对耦合

课程思政元素的工程项目进行设计评价与完善设计。通过“五步法”教

学，探索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从而提高课堂效率，激发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

“五步法”教学中融合行走课堂法，开展校外红色基地“体验式”

教学育人模式，开展走进红色项目、绿色新农村，生态示范区等社会实

践活动，让学生获得真切感受，交流研讨、集体汇报，寻求认同，产生

共鸣，实现学生锤炼品格和工程能力的融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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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考核评价

建立学习过程评分系统，将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

有机结合起来，结合 AI 审图提升专业和课程思政耦合教学管理效率，

从知识、技能、素质等层面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研究方法（建议 500 字左右）

1）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及建筑设计岗位技能要求，以实际建筑工程

项目为教学载体，采用“以项目为导向、以任务为驱动、以数字孪生为

抓手”的项目化教学手段，在项目中寻找思政落脚点，将正确的价值观

传递给学生。

2）探索虚拟仿真（VR/AR/MR）、大数据等先进信息化技术在课程

线上线下教学中的应用，创新性的开展线上线下虚拟仿真混合式教学，

打造虚拟仿真思政示范课。

3）利用网络平台，采用学习成果导向的“档案袋”式的评价模式，

建立学习过程评分系统，结合 AI 审图技术实现达标性评价和考核性评

价结合；全过程评价与多元评价并用，通过分析学生问卷调查、精品课

程评价、同行评价数据优化课程。

4）校企合作共建师资队伍，以课程思政元素为抓手，开发课程标

准，开发实训实践项目。引入行业前沿新技术，新工艺，对标行业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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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将技术标准优化为教学标准，以能力培养为本位，将教材课程思政、

理虚实结合的同时采用活页式、项目手册式，探索多种新技术（VR/AR/AI

等）与教材的有机结合，在保证教学内容能够得到高效诠释的基础上，

提升课程思政资源的适用性，综合提高课程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耦合

性。

5）采用“五步法”教学，融合行走课堂法，开展校外红色基地“体

验式”教学育人模式，开展走进红色项目、绿色新农村，生态示范区等

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获得真切感受，交流研讨、集体汇报，寻求认同，

产生共鸣，实现学生锤炼品格和工程能力的融合培养。

4.实施计划（建议 1000 字左右）

2023 年 09 月-12 月：课程标准研发。

2024 年 01 月-06 月：资源开发，指导学生参加竞赛。

2024 年 07 月-12 月：课程设计与思政元素耦合设计。

2025 年 01 月-06 月：资源库与教学平台建设，参加竞赛。

2025 年 07 月-12 月：教学实施，发表教研论文，出版教材。

2026 年 01 月-06 月：教学实践与应用推广，发表教研论文。

2026 年 07 月-09 月：总结教研成果，成果转化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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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费筹措方案（建议 500 字左右）

（1）绿色建筑设计金课经费 25万，平湖工程 BIM 技术服务经费

19万，可用于课程资源开发、虚拟仿真平台建设等。

（2）同名课题获得校级教研教改立项，经费共 0.8 万元，可作为

调研和前期研究的费用。

6.预期成果和效果（建议 1000 字左右）

（1）研究报告一份，不少于 1 万字，符合学术规范。

（2）发表论文 2 篇，其中 SCI/EI 检索 1篇，出版数字化活页式新

型教材 1本。

（3）建立“绿色建筑设计”课程与课程思政元素的耦合体系。

（4）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标准与课程内容。

（5）建立“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思政资源库。

（6）指导学生获得“1+X 建筑信息化模型（BIM）”证书，通过率

名列全国前列。

（7）团队成员作为第一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参加与课程相关的竞赛，

获得省级一等奖以上奖项。

7.特色与创新（建议 500 字左右）

（1）建立“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思政资源库。

（2）建立“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元素的耦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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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融合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的多元考核评价体系。

四、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研究成果简述（建议 1000 字左右）

（1）课程资源建设情况

1）主持“绿色建筑设计”金课建设，已完成 200 分钟微视频，150

道习题。2019 年开始线上资源建设，已运行 5 个学年。以超星学习通为

平台，展开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绿色建筑施工图范例、课件、动画等数

字资源多达上百余条。

2）主持“绿色建筑设计技术”数字化教材建设。

3）主持校级教研项目 1项。

4）主持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项目:基于光控照明与光控遮阳

的节能技术研究。

5）主持市级课题:广东地区绿色建筑混合通风节能效果研究。

6）主持校级科研课题：珠三角地区建筑混合通风技术研究。

7）主持横向课题：平湖中学项目绿建 BIM 技术实践。

（2）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多次获得教学优秀和个人年度考核优秀。

2）2022 年荣获“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3）2017 年获得广东省科技成果奖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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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 年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项。

5）2022 年荣获中国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最佳指导教师领队奖、

优秀指导教师奖。指导学生获得本次国赛国家团体一等奖、最佳建筑设计

奖、最佳现场表现奖、最佳能源利用奖、最具创新意识奖。

6）2020年荣获第十一届全国高等院校BIM-CIM创新大赛优秀院校组

织奖，优秀指导教师奖。指导学生获得本次国赛绿建专项设计类一等奖，

毕业设计类二等奖。

7）指导学生参加 2019 年广东省“挑战杯”竞赛，获得省级三等奖。

8）指导学生参加 2021 年校级“挑战杯”五四青年科技作品竞赛，获

得校级三等奖。

9）指导学生参加 2019 年全国青少年教育模型竞赛高校组全国总决

赛竞赛，获得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

10）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竞赛，2021 年第十三届全国高等院校

BIM-CIM 创新大赛，获得 3 等奖两项。

11）取得 BIM（1+X）师资证书、绿色建筑设计证书、绿色建筑应用

技能师资证书。

12）2021 年获得 SkechUp 国际官方认证讲师。

13）荣获 2017-2018 年度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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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教学改革、科研项目和已取

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建议 1000 字左右）

（1）课程已有立项情况

本课程团队成员完成了多项课程的立项，在教学方法和路径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为本课程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如下：

1）“建筑构造”2009 年校级精品课程、2019 年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

2）“1000 建筑资源库”校 15511 工程建筑设计专业资源库。

3）“建筑材料与构造”校 15511 工程自主学习型网络资源库, 2010

年校一等奖。

4)“建筑计算机绘图”2008 年教指委精品课程。

（2）教材建设情况

1）《建筑设计 CAD》(ISBN 9787508491257)主编:章斌全，喻圻亮；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年

2）《建筑工程施工图读解》（ISBN 9787502539382）主编:章斌全，

龚小兰；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 年

3）“1+X”建筑信息模型（BIM）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系列教材《城乡

规划与建筑设计 BIM 技术应用》(ISBN:978-7-04-053719-2)，高等教育

出版社；参编：石静，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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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改革研究与表彰

1）2018 年深职院首批跨学院学习中心：BIM 跨学院学研用中心。

2）2019 年校重点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院校跨学院学

习中心探索与实践。

3）2020 校重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1+X 证书”背景下

高职院校专业群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4) 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项目：CCDI 悉地国际建筑设计技术专业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2020 年已验收通过。

5) 2021 年粤高职土木建筑和水利教指委 2021 年度教育教改重点项

目：土木建筑与水利类专业“1+X”的书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

6)2017 年深职院 OBE 重点专业--建筑设计专业。

7)累计 10 次获得年度教学质量测评优秀。

8)校第十届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背景下传统课程

“建筑施工技术”向“智慧建造”转型及产教融合创新实践。

9)校第十一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数字赋能、动态迭代：“智慧建造”

课程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与实践。

10)“建筑计算机绘图”获得 2014 年全国信息化教学大赛二等奖。

11) 石静于 2020 年获得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二等奖；

2021 年获得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国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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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级或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项目开展情况（含立

项和资助等）（建议 500 字左右）

“绿色建筑设计”金课建设，经费 25万元。项目开展过程中，已经

初步进行了课程思政元素的提炼研究，并对课程标准进行了完善，后续将

深入研究课程内容与课程思政元素的耦合体系，并用于课程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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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费预算

支出科目（含配套经

费）
金额（元） 计算根据及理由

合计 30000

1.图书资料费 1000 用于购买教学参考资料等

2.设备和材料费 12000

视听教材、教具、实验材料等

教学资源的购置费及虚拟仿真平台

开发等

3.会议费 6500 参加学术会议等

4.差旅费 8000 用于出差调研等

5.劳务费 2500 学生劳务费

6.人员费 0

7.其他支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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