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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院校建环特色专业内涵式发展生态位战略研究
1
 

蔡 伟 郭秀娟 王立娟 

（宁波工程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地方院校特色专业内涵式发展是破解专业同质化、提高供给质量的现实需求。以宁波工程学院建筑环

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为例，分析了“错向”专业定位、“错位”人才规格和“错落”就业布局的生态位分离战略，

探讨了“节能导向”教学改革、“应用需求”人才培养和“科技引领”服务地方的生态位特化战略，提出“产教融

合、科教融合、虚实融合”的生态位扩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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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院校专业内涵式发展是解决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紧迫要求，是破解专业同质化、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重要抓手。

如何精准定位、精心打造、精细管理地方院校特色专业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 

为避免生态位过渡重叠导致发展空间狭窄，宁波工程学院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简称建环）寻求差异化发展，注重培

育特色，从开始“凭热情、凭直觉”，到后来“借理念、借模式”，再到如今“有理论、有特色”。经历十余年的办学积累和沉淀，

本专业已成为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宁波市服务型教育重点专业，是浙江省唯一通过住建部专业评估的建环专业。 

本文基于教育生态位视角，以宁波工程学院建环特色专业为例，分析专业建设所选的错位发展、突破发展、融合发展思路，

为地方院校特色专业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1 错位发展:特色专业生态位分离战略 

截至 2018年 7月，浙江省开设建环专业的本科高校共 7所，其中 4所公办本科（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海洋大学、嘉兴学院

和宁波工程学院）、2所独立学院（同济大学嘉兴学院、嘉兴学院南湖学院）和 1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在专业生

态体系内，宁波工程学院建环专业与其他高校建环专业既竞争又合作、既排斥又共生，一直处于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的“种

间竞争”，趋异进化是科学审视后的理性选择。 

1.1 “错向”专业定位 

当前，为了适应“双一流”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较多建环专业陆续将专业定位拔高为的省内一流、国家知名，或是

高水平、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和基地。与之相反，本专业认识到地方院校生态环境承载有限，盲目扩张只会导致生态失衡。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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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秉承“知行合一”校训，贯彻学校“立足宁波、面向浙江”的发展定位，提出建成以宁波为主、面向浙江的应用型教学基地。 

办学思想为“一个基础、两项结合、三维互动”，即以培养学生建筑热湿环境调控及节能优化能力为基础，结合区域建设需

求、结合暖通学科发展前沿，以教学为核心、将科研和实践全面渗透进入三个课堂。教学过程中，以理论教学建立学生基本知

识体系，以实践教学构筑工程实际应用知识体系，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增强人才培养的行业针对性和专业适用

性。 

1.2 “错位”人才规格 

同是地方高校，省内各高校对建环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的定位有差别。浙江理工大学提出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

分为暖通空调、城市燃气两个方向培养;浙江海洋大学提出培养“工程技术应用人才”，结合学校行业属性，偏重水产品冷冻冷

藏方向；嘉兴学院则突出“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是省内唯一培养太阳能专业人才的高校。 

宁波工程学院建环专业突出应用型导向，提出以知识为基础、能力为中心、素质为目标的应用开发型人才规格。本专业因

地制宜，适应宁波经济发展需求，按照现场工程师培养理念，突出学生的建筑节能应用能力，适应新兴产业需求，毕业生成立

掌握建筑节能、高效空气源、水源、地源热栗及建筑一体化应用的系统集成和绿色制冷空调技术的应用开发型人才。 

1.3 “错落”就业空间 

宁波市经济发达，制冷空调业一直是宁波制造的重要支撑。宁波现有奥克斯电器、华润燃气、卡帝亚电器和布鲁制冷、雪

山制冷等 30余家空调、燃气、制冷和太阳能设备制造厂家，工程技能人才短缺。 

作为宁波唯一的市属本科高校，宁波工程学院科学制定培养目标，明确知识、素质、能力体系的构架，从专业要求、行业

需求、师资建设、课程设置等视角多维度评估论证，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达成度。与省内院校同专业相比，本校毕业生除

了面向传统的暖通空调设计、安装及管理外，还散落在设备制造、能耗测评、空气品质检测和建筑设备自动化等岗位，形成“物

种”错落有致的分布格局。 

2 突破发展:特色专业生态位特化战略 

在专业微生态系统内，地方院校特色专业的生态位面临着激励竞争，需对核心的生态位维度进行保护并特化增值，提高专

业的承载力和适应度。 

2.1 “节能导向”教学改革 

以人选省新兴特色专业为契机，探索遵循“融合与均衡”的生态理念，以建筑节能为导向，优化专业课程体系，采取教学

引入节能理念、实验训练节能技能、设计体现节能效果、竞赛开展节能创新，探索专题设计载动、科研创新驱动、开放实验拉

动、学科竞赛推动的联动模式，将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教学与工程项目进行有机协调与统一。 

近 5 年，本专业教师主持省部级教研项目 3 项、厅市级教研项目 6 项，建成浙江省精品课程 2 门和宁波市精品网络课程 1

门。发表教研论文 18篇，其中国际权威期刊 1篇，核心期刊 7篇。教研成果“提高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力的‘望闻问切’法”获

宁波市教学成果三等奖，教学团队被评为浙江省首批优秀教学团队，完成省“十二五”新兴特色专业建设的预期目标。 

2.2 “应用需求”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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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拥有的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节能工程中心为依托，实施以学生需求为核心、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现代高等工

程教育模式。结合工程应用需求，引入注册暖通工程师职业标准，构建真实设计环境，瞄准节能减排行业目标，提出真实设计

任务。培养过程突出“应用”、强调“复合”、重视“外向”、培养“潜力”、推进“创新”。学生在应用需求下积极开展科研训练、

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学科竞赛，工程实践强化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毕业生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踏实的工作作风及

出色的工作能力获得社会承认与用人单位认可。 

近 5 年，本专业学生主持科研项目 27 项，其中国家级 4 项、省级 7 项。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2 篇，获国家级奖励 7 项、

省部级奖励 52 项。近 5 年，考取研究生 54 人，其中 985 高校 10 人，211 高校 14 人，考研率近 20%，学生就业率 98.6%，为宁

波城市建设、智能制造的飞速发展做出了强力支撑。 

2.3 “科技引领”服务地方 

以专业下设建筑节能研究所、可再生能源测评中心为平台，启动以建筑节能检测为主、能效评估为辅的服务地方策略，打

造建环服务性学科体系，差异化培育了“建筑节能与新能源应用”学科方向，精细化建设实现生态位压缩。该学科聚焦浙江地

区湿热气候，精准开展建筑热湿环境、绿色建筑能源系统方向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拓展建筑节能服务地方的广度和深度，

精心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近 5 年，本专业在建筑能耗测评、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技术、地源热泵和室内空气品质检测等服务方向，承担了企业委托项

目 180余项，服务经费达 2300 余万元，为推动宁波建设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以及装

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均作出了关键支撑。 

3 融合发展:特色专业生态位扩充战略 

干预地方院校专业发展的生态因子包括内部因子(教师因子、学生因子、资源配置因子等)和外部因子(政策因子、环境因子

等)。生态位扩充战略可以将特色专业潜在的生态因子转变为生态位发展的“势”，提高生态位效能。 

3.1 “产教融合”促内外因子互动 

结合当前国家推行建筑节能、浙江推行建筑全装修的行业背景，本专业与校建筑设计院、建工检测中心、监理公司和 42家

校外实习基地等社会因子开展实习合作，与美的集团合作成立 MDV空调培训中心，产教融合互动实践教学;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合作共建专业资料室，与山东星科智能公司合作共建中央空调教学平台，产教融合互动理论教学，最大限度共享资源。 

专业方向与建筑节能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暖通空调执业标准对接，实践环节与设备生产及安装过程对接，强化产教

深度融合，培育“专业主体、企业融入、行业指导”的多元协同育人合作模式，突出专业能力培养的宁工建环属性，促进专业

教学与应用研究、工程训练、社会应用等内外因子互动，推动专业建设和发展。 

3.2 “科教融合”促师生因子协同 

地方院校特色专业注重“学以致用”。本专业启动实施“合协号”导师制计划，师生全面结对，在本科生教学中“一拖多”

开展“准研究生”式培养，师生因子共同发力，协同创新。引入“素质学分”，通过纵向课题、科研训练、学科竞赛，特别是企

业委托的实际工程问题等途径，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创新思维。 

“科教融合”元素全过程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法设计和教学手段改革等各微环节。试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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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制”建环设计训练，工程来源的“真实”图纸依次通过 CAD 制图、建筑概论、暖通空调、冷热源以及后续的建筑设备自动化

等课程设计环节，“真题真做”激发学生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 

3.3 “虚实融合”促共性因子合作 

结合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反馈，聚焦从业人员体现出专业理论不扎实和岗位技能偏弱的发展瓶颈问题，本专业依托省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节能工程中心，精心打造“虚实融合”应用性教学环境。“虚实融合”模式在“翻转”传统课堂的同时，激发

学生主导式、探究式学习。 

建筑节虚实融合学习平台由设备认知、场景漫游、设计实习、系统操作等不同模块组成，学生可以逐步经历认知熟悉、实

习实训、训练提高、比赛测试等不同环节，既支持现实情境下教师引导的“做中学”，也同步支持虚拟情境下个性化的“学中做”，

实现“教”向“学”的过渡。“虚实融合”学习平台培养学生在虚拟与真实融合环境下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

决问题的潜质和能力。同时，充分利用在校本科生的三个暑期，实现学期内的课堂理论学习和暑期的工程实践交替组织。“虚实

融合”下的工学交替提高建环专业学生工程应用能力，促进入才培养质量，夯实了专业办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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