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 康侍民获取海润教育奖的 推荐书 

一、康侍民的基本情况 

康侍民先生，1982 年 1 月本科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专业，同

时留校在暖通研究室任教，经历了从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建筑设备、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到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的专业调整变动；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建筑大学到重庆大

学的学校更名与合并。至今（2016.9.），约 35年，一直在本科教学第一线讲授专业主干课，

指导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从 1995年起至今，连续 21年先后担任建筑设备工程专业、建筑

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的本科教学负责人，制定培养方案和组

织实施教学计划，通过了国家注册工程师制度的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评估和教

育部的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为长期稳定和提高该专业的本科教学质量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康侍民的本科教学经历 

2.1康侍民的本科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 

康侍民先生持续稳定地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大学从事本科专业教

学 35年。共承担了约 100多个本科学生班的理论教学；30多届毕业设计和其它实践教学指

导；直接受益的本科学生 4000人左右。讲授的专业主干课包括，供热工程、暖通空调、建

筑设备、建筑环境学等；指导了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等本科教学的全

部实践教学环节。涵盖了专业本科教学的全范围。教学风格朴实，理论阐述严谨，问题分析

透彻；实践指导画龙点睛、启迪思维，调动主动性。教学内容和方法继承了重庆建筑工程学

院该专业注重工程概念，培养工程能力的传统，同时面对社会进步，把握行业科技发展，努

力进取，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适应专业工程技术发展和社会要求的变化。 

2.2康侍民制定的本科培养方案 

康侍民从 1995年到 2016年，连续担任了 21年的该专业的本科教学负责人，先后主持、

执笔为 21届本科生制定了培养方案，可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类：建筑设备工程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该培养方案借鉴国际机电设备工程师的职业要求，将我国建筑行业水暖电三个工种的职

业要求整合在一起，培养掌握建筑水暖电工程技术的建筑设备工程人才，满足国内众多中小

设计院、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机电设备公司和楼宇管理公司的人才需求，并能在国际工程中



对接国外的机电工程师、楼宇设备工程师。 

第二类：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该培养方案根据国家专业调整的要求，将重庆建筑大学原暖通空调工程、城市燃气工程、

建筑设备工程三个本科专业整合在一起，人才培养以暖通空调工程为主线，兼备城市燃气输

配工程、建筑给排水工程、建筑供配电工程，扩大了专业覆盖面和毕业生就业领域。该培养

方案保护和延续了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起该三专业本科教学 40多年积累起来的主脉，成为

重庆大学优秀的本科教学资源之一，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第三类：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本科培养方案 

该培养方案根据当前全人类面临的能源环境严峻形势，把握我国城市和建筑开始大规模

应用清洁能源的趋势，培养新型的工程人才。第三类培养方案是第二类培养方案适应社会发

展的更新和完善。 

这三类培养方案，传承了重建工 60年以前开始的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精髓，适应了

社会的发展变化，以高速发展的当代科学技术为基础，具有稳定的内核和可不断发展的构架。

给了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和有力的引导。保证了所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要的吻合。 

这三个培养方案，也为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可变性开拓了眼界，打

破了呆板的格局，为本专业本科教学适应变化多样的人才需求提供了可能性，有助于减少毕

业生的“就业难”和用人单位的“招聘难”。 

2.3康侍民实施本科教学计划的人本精神 

康侍民先生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能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在实施教学计划时，则表

现出极大的细心和耐心。专业教研室每学期近 50位教师的教学工作安排要与 4个年级约 720

个学生在培养方案指导下的自主选课相匹配，涉及 70多个班级理论教学课程、实践教学环

节，是个复杂的运筹工作和思想协调工作。必须遵循本科教学的客观规律，遵守学校行政的

规章制度，分析把握学生选课情况，了解和理解教师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家庭生活等多

方面关系。尤其要帮助教师解决时间安排上、精力投放上存在的众多冲突。康侍民先生本着

对学生负责的原则，自己首先带头承担本科教学工作，同时在安排教学工作时，尽力为教师

的发展考虑，使其能兼顾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和家庭生活责任。每学期的安排方案都经过

多次费心费时的调整，不厌其烦。依靠该专业长期本科教学历史在专业教师中，形成的重视

本科教学，在本科教学工作中相互支撑、相互理解的氛围，康侍民安排每学期的教学工作，

没有强硬强制，充满人情味，也到了专业教师们的支持，保证了教学秩序稳定，提高教学效

果，减少、消除教学事故的风险，完成了教学计划，实现了培养方案。 



三 康侍民先生的人才观、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 

3.1 培养方案中的人才观 

康侍民认为，工科的人才观要植根于人类社会的工程实践。人类工程实践是丰富的，是

发展变化的，对人才的要求是多样的、变化的。该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必须在传承的基

础上持续变更和创新，才能保持生命力、保持人才培养的特色。各校的本科教学历史和资源

是不同的，各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各校同一专业的毕业生是不同的，这刚

好对应了社会工程实践对人才要求的多样性。高校扩招后，本科生人数大规模增加。人才培

养不再以注重追求暖通专业优秀设计人才的培养为重点，转而开始向人才多样性培养模式转

化。在专业方向上增加了建筑给排水、建筑电气，形成水、暖、电、气多方向综合，又有所

侧重。在职业规划上，除继续保持原有体系培养专业工程设计能力的优势外，还增加工程管

理、施工运行、能源应用、节能分析等课程，按通识型人才要求，建立起多类型人才培养模

式。 

3.2 专业理论课的教学思想 

康侍民提出该专业本科专业课中的专业理论，不是静止的，更不能僵化，应紧跟工程实

践发展。专业理论课教学要联系工程实践案例。教师应有工程实践积累。在课程教学中，不

以知识的讲授为目的，改变以往过分强调知识的连贯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在教学过程中主

要注重传授和培养学生提出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让学生自己学会分析归纳，

掌握在信息社会获取知识的方法，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3.3 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教学方法 

该专业实践教学关键是事前的准备，制定好方案，作好预案，指导要得法，重在指导学

生自己分析解决问题。康侍民质疑“手把手地教”，提出既要注重引导传授，又要放手让学

生实践，不怕学生出错。要有督促学生认真投入实践教学环节的措施。实践过程循序渐进，

由第一阶段老师教授，学生学习，到第二阶段老师引导，学生实施，直至最后由学生自主设

计、独立完成，老师检查评审。实践教学过程中，既要培养学生遵守行业标准建立规范意思，

更要注意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既要了解和结合社会工程实践和行业规则，又要注意本科

专业教学特点，不唯文本条文和专业应用软件所限，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

鼓励学生的探索和批判精神。 



四、推荐人的推荐辞 

重庆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源自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供热通风专业，经暖通空

调工程、燃气工程、建筑设备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发展，至今六十年。集办学六十年

的历史积淀，该专业的本科教学质量有口皆碑。这是三代专业教师共同辛勤耕耘的成果。康

侍民先生在其中的承前启后作用是突出的。除去 1966年停止高考招生到 1977年恢复高考招

生，该专业正常的本科教学四十六年。在这四十六年中，康侍民先生执教三十五年，担任本

科教学负责人二十一年。作为第二代教师和教学负责人，康侍民先生传承了第一代专业教师

的优良传统；面对扩大了的教学规模，组织第二、三代专业教师制定和实施了新的培养方案，

努力拓展专业教学内容和改进教学方法；稳定和提高教学质量。在本科教学的艰难时刻，康

侍民先生对本科教学的执着和定力非常可贵；面对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的挑战，康侍民先生

所作的思索与尝试，富有启发性。 

康侍民执教本科的 35年，是中国社会快速变化的时期。论文热、经商热、从政热等一

浪接一浪，冲刷本科教学大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能否潜心本科教学，确实是对本科教师

人品、职业道德的试金石。康侍民先生整个职业生涯如一日，心定神宁地始终将本科教学作

为自己高校教师的第一职责而呕心沥血，难能可贵，值得景仰。 

康侍民作为本科教学负责人 21年，除了自己以身示范，积极承担和完成好本科教学工

作外，还负责制定该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并组织实施。在制定培养方案上，

尊重教学规律，洞悉专业发展状态，满足四年之后及将来社会发展对毕业生的要求。在安排

教学工作上，充满人性，没有强制，正视专业教师们的时间精力在教学、研究、工程实践及

家庭等多方面上存在的冲突，不厌其烦，细心调整安排，有助于形成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与专

业教师个人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在本科教学运行过程中，随时保持高度警觉，快速响应突

发事件，保障教学计划的完成。 

康侍民先生本身就是重庆大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 60年本科教学史的突出成

果之一。他的 35年本科教学职业生涯，具有不可埋没的历史作用。 

我特此推荐康侍民先生获得海润本科教学负责人奖。 

 

推荐人：付祥钊 

2016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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