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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建筑施工图设计是在扩初设计的基础上，依据国家

规范和标准，对方案及尺寸进行调整和完善，协调建筑

各专业间配合，并对构造做法、施工工艺进行考虑并予

以确定的指导实际施工的阶段。良好的施工图设计不仅

保证了对建筑方案的实现效果，而且影响着建筑造价，

对提高建筑工程的整体效益起到积极作用[1]。建筑施工

图设计作为高校毕业生进入设计院等工作中，与实际工

作结合最紧密的能力之一。也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应着重

培养的能力之一。有较强的专业综合性和实践性。

许多学者进行了建筑学及建筑施工图设计方面教学

改革的研究。施文婵探讨了“工学交替”在实施应用过

程中的探索[2]；陈兰娥探讨了施工图设计课程中应进行

的教学内容及教学安排[3]；孙澄对建筑学专业“新工科”

教育模式展开研究[4]；孙海玲探讨了如何提升建筑学专

业人才工程实践能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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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概况

河南城建学院是以“城建类”工科为主的应用技术

型大学，本科建筑学专业学制五年。建筑施工图设计为

大四上学期修，一共40学时（理论16学时，实践24学

时）。在完成了先修课程中建筑设计（四）、建筑构造、

建筑结构选型等课程的学习后，学生已经初步掌握了一

些建筑工程制图与建筑设计的基本知识。本课程的教学

目标要求学生了解建筑施工图设计的内容、要求和作用，

掌握建筑施工设计流程，熟练绘制建筑施工图，在方案

图的基础上学会向各专业提供条件图，协调各专业之间

的设计矛盾，核对相互间设计是否匹配。通过培养绘制

建筑施工图的能力以更好对接设计院实际需求。

二、教学设计

本课程现有教学方式为讲授法与案例教学法，结合

实际案例，以课堂讲授、讨论为主、答疑解惑为辅，配合

使用多媒体、板书、讨论等方式共同实施，课堂一般以回

顾上次课主要内容、讲授各分项中存在的重点、难点，对

知识点进行梳理，保证学生对已讲过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现有学时分配为：建筑施工图设计简介4课时，总

平面图、图纸目录4课时，施工图设计说明8课时，建筑

平面图8课时，建筑立面图、建筑剖面图4课时，建筑详

图设计6课时，建筑设计计算书、建筑施工图设计的审

查4课时，建筑施工图设计实例2课时。最总成绩评定依

据平时课堂问答情况及出勤情况（占40%），和最终的建

筑施工图纸绘制（占60%）综合构成，依此教学设计进

行授课，从现有教学效果上看，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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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不足，对知识的掌握不牢固，与教学目标及工作中实

际要求的工作能力尚有一定差距。

三、本课程教学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教师的教学模式滞后

该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理论性，但是由于缺乏

实践教学环境和条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单一的讲授

法及案例法对学生进行授课，而忽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

锻炼与培养。现有教学方式是老师提供完整的施工图纸，

首先对学生进行识图教学，再通过抄绘的形式进行知识

转化。在学习过程中缺少和实际工程的衔接，也缺少与

其他专业的配合过程，导致出现学生绘制建筑施工图的

能力与就业后在工作岗位上的要求存在不匹配的问题。

2.对课程认知度不足

现阶段教学中发现学生对于施工图理解停留在认为

施工图就是在原方案图上多绘制一些标注。而实际的建

筑施工图设计，要以设计为主，绝不只是深化图纸和标

尺寸这么简单，是对方案设计的进一步完善。通常在设

计师拿到扩初或方案图后，要确定各部分的设计是否符

合国家及地方标准或规范的要求，是否切实可行，是否

满足其它各专业的要求，并最终指导施工达到方案设计

效果[6]。学生对施工图设计的逻辑性缺乏认识。依葫芦

画瓢往往导致施工图深度不一、前后矛盾、错漏百出。

因此，必须通过结构有序的教学设计引导学生在深刻理

解其表达逻辑性的基础上进行学习。

3.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建筑施工图设计》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将设计师

理念转化为实践性建筑的能力。但是由于该课程具有较

强的理论知识，知识点繁多复杂，图纸表达方式与深度

要求有严格规定，设计中不像方案阶段可以充分体现自

己的创作想法，需要通过众多相关的规范要求来确定消

防疏散、流线组织、建筑材料选择使用、建筑节能计算、

建筑声光热环境设计、细部构造、建筑设备布置协调等。

4.《建筑施工图设计》课程教学内容与岗位要求脱节

建筑施工图设计是具有高度实践性的课程，然而在

教学中过度依赖于课本，而忽视与实际项目匹配，导致

学生所掌握的知识脱离实际岗位的要求，最终导致所培

养的学生难以满足社会需要[7]。在实际建筑工程中，建

筑施工图设计与结构设计的协调是建筑工程设计中非常

重要的一环，除此之外，建筑施工图设计不止要考虑建

筑的美学效果，又需要兼顾给排水、电气、暖通等各个

专业的设计。而现有教学环节中，基本没有与其他专业

相配合，互相提图的阶段，造成学生没有兼顾考虑其他

专业施工设计的能力。

四、基于应用型的教学改革和措施

1.正确课程认知，培养逻辑观念

首先教师应明确，应用型高校的课程教学，其核心

目的是更好的对接毕业后工作的实际要求，但在有限时

间，对建筑施工图设计内容的详尽掌握是不现实的，其

教学重点应放在使学生了解施工图设计的相关流程及培

养如团队协作、跨专业沟通等相关能力。在以后进入实

际工作中能够顺利对接相关流程。

其次学生应明确，建筑施工图设计关键在于设计，

应确立在遵循规范的基础上，本着为施工着想的设计原

则，对初步方案中的空间布局、消防疏散、结构安全、

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的重新审视，并通过其他

专业的相互提图来对考虑不周的地方进行创新设计。只

有形成一个明确合理的逻辑观才能保证建筑意图的良好

表达与建筑使用安全的要求。

2.增加课程学时，同步实践指导

由于课程内容多，学时较短，相关知识点讲解不够

深入，学生也未能较直观的理解所讲授的内容。课时应

从40学时增加至64学时，一周2次授课，贯穿大四上学

期1-16周。由于相关知识为初次讲授，所以仍按教材章

节进行课程阶段设置，同时参考实际工程中任务量多少

重新进行学时分配，建筑施工图设计简介4课时，总平

面图、图纸目录6课时，施工图设计说明6课时，建筑平

面图18课时，建筑立面图、建筑剖面图10课时，建筑详

图设计12课时，建筑设计计算书、建筑施工图设计的审

查4课时，建筑施工图设计实例4课时。同时每周根据阶

段性模块安排2学时的建设工程实践授课。

3.选聘双师双能型教师任教

现有教师往往是由大学接受“本硕博”专业培养，

其理论性知识较为丰富，但没有建筑工程实际设计经验

的老师任课。而建筑施工图设计又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一

门课程，其教学内容涵盖城乡规划、结构、给排水、暖

通、电气等相关专业，以及实际项目中报规、报建、消

防审查、竣工验收等多操作环节，内容繁杂，故应选用

具有设计院或甲方工作经历的既懂建筑设计，又有丰富

的建筑工程实践经验的“双师双能”型教师任教。

4.协调各专业课程安排，培养专业配合能力

建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

个专业的设计和协调。设计团队需要进行充分地沟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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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确定建筑的基本参数和技术要求，为后续的设计

工作打下基础。因此，为培养学生具备全流程实施视野、

多专业协调能力，在教学环节中，协调相关的建筑结构、

给排水、暖通、电气关专业进行同题设计，跨专业沟通

相关课程，并根据项目进程安排课程授课时间。例如协

调建筑结构专业在第4-6周进行建筑结构的设计课程，

水暖电在第8-9周开设建筑设备的专题课程。通过以模

拟实际工程设计流程的联合设计，一是确定建筑的用途

和功能；二是确定建筑的场地条件和环境要求；三是确

定建筑的结构形式和材料选用[8]。在共同进行施工图绘

制过程中，进行相互协调，核对对应的尺寸是否发生改

变，确保数值数据一致。以此来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地参

与和推动各专业设计的协调和沟通的能力，以更好的对

接设计院工作的实际需求。

5.优化授课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针对授课环节，教师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授课方式，

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在理论授课环节，采用翻转课堂、

构造模型制作、施工动画演示，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由

于课时量有限，课下采取学习通及其他学习平台辅导等

灵活的教学模式，从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实践

教育环节，采用施工现场认知教学，将实践环节穿插入

其中，带领学生至相应进度（如基坑开挖支护-地基构

筑-地下室防水施工-各楼层浇筑-楼梯浇筑-屋顶防水

构造-门窗安装等）的实际工程工地进行现场讲解，使

学生有更加直观深刻的认知。

对于最终的大作业，需选择工程量适中的实际项目，

并依据课程进度安排，分解目标，分块讲解及布置相关

任务要求。完成相应模块后，教师应及时检查此部分作

业完成情况，并给予改进指导。大作业绘制中形成多专

业学生成组，团队协作，共同绘制一套建筑施工图。培

养沟通方式及沟通技巧（云平台、线上会议、共享文档

等方式），鼓励使用BIM软件进行同平台设计，提高设计

团队的有效作业周期，避免各专业出现错漏碰缺致使施

工图反复返工。

6.严格规范要求，保证教学质量

建筑施工图设计是建筑工程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保证了建筑物的施工质量和安全。因此研究和学习规

范成为施工图设计的必要条件，在授课过程中要要求学

生依照《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民用建筑

工程施工图设计深度图样》，绘制符合编制深度规定的建

筑施工图，并按照要求排版、编号并装订成册；轴线标

注、尺寸标注、图例符号等图面表达必须按照《建筑制

图标准》；建筑平面图防火分区、防火疏散、建筑体型

系数、外围护结构构造做法等设计做法必须满足《建筑

防火通用规范》《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严寒和寒

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施工图设计还须满足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无障碍设计规范》《车库建筑设

计规范》等各类现行设计规范。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施工图设计》是一门包含多专业知

识在内的，具有高度实践性的课程，因此针对应用型高

校《建筑施工图设计》课程现有教学模式，在有限的课

时条件下，应实行以实际项目为主导的多专业协同参与

的培养模式，使得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对接实际建设工

程要求。但本文在教学改革探讨过程中，对施工图设计

对接现场施工过程中，与施工方与监理单位协调，调整

工程变更及解决现场技术问题的能力培养探讨仍存在不

足，需在今后教学过程中进行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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