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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以现代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对房屋建筑识图与构造课程的教学实践内容进行分析。在简要说明课程概念内容与

特征条件的同时，对其在时代教育环境中的实践改革方案进行说明，尤其在互动教学、习惯塑造、课程形式、实践活动这四

方面内容的论述中，为相关教学实务工作提供参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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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teaching practice content of the building construction 

drawing and construction course is analyzed. While expounding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iculum concept, it explains 

the practical reform plan i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times, especially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four aspects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habit shaping, curriculum form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It provides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relevant teaching practic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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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程教育是整体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证学生掌握课程知识的主要载体条件。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化

发展的背景前提下，为了提高教育质量，需要对课程核心内容进行分析，并在掌握基础课程原理特征的前提下，实现

其教学方案实践内容的优化调整。对此，需要对房屋建筑识图与改造课程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与介绍，进而保证课程

改革方案应用的针对性状态。 

1 房屋建筑识图与构造课程概述 

房屋建筑识图与构造课程，属于建筑施工工程专业的必修科目，在展现自身理论知识系统性的同时，也带有明显

的实践课程要素，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在课程组成内容上，主要可将其分为建筑识图与建筑构造这两个部分。

而在这两项课程内容的组合中，展现出了互为基础、相互补充的教学特征。 

课程教学中，应针对学生的空间想象与思维能力进行系统化培养，并在这一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学生基

本技能，将建筑施工图的绘制实践操作，与具体的理论识图能力结合起来，实现个人职业化能力的综合性提升，并以

此内容为基础，更加深入地掌握课程理论知识体系。而在课程设计上，需要强调实践性环节内容的指导作用，并通过

学生的实践操作，使知识内容能够更加高效率的转化为技能，为其在日后工作中熟练利用识图知识完成房屋构造分析

奠定基础。 

2 课程优化建设的实践方案 

2.1 以互动为基础，形成专业课程学习共同体 

课程教学活动，需要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在现代化教育理念的引导下，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以及教师的课

程引导，已成为了组成完整教学体系的两项基本内容。在构建专业化课堂的过程中，增加师生课堂内的互动，可以有

效地拉近师生管理，并在激发学生兴趣的过程中，保证课程教学内容的执行效果。例如，教师可以利用网络化的通信

平台，创设开放化的沟通空间，将课程的互动关系延展到课程教学之外。同时，借助网络化的沟通形式，尽可能地实

现课程沟通形式的扁平化调整
[1]
。在课程教学指导过程中，利用微信群、QQ 群等通信群组，直接完成师生间的交流，

并鼓励学生用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构建起良好的学习氛围，为课程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基础氛围。 

同时，在课程学习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还需要尝试性的调整课程思想空间，为教师、学生提供一个针对课程内

容的对话平台。在此教学模式中，需强调学生的参与，并使其独立地投入到课程内容解读中。例如，教师可以在课堂

教育中，形成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通过提前布置的课程项目作业，使学生参与到项目开发的学习中，并在制作 PPT 材

料的同时，针对教材知识点内容完成实际案例分析。由此，学生不再单纯作为知识内容的接受者参与课堂活动，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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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课程主动展示，参与到学习共同体的构建中，从而形成更加积极的学习氛围。 

2.2 注重习惯养成，塑造学生成长型探究能力 

现代课程教学的理论背景下，知识内容成为了解释世界的基础条件，同时也是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学生的课程

学习，归根结底，是一种对于知识内容的获得，不仅需要深刻地掌握理论性知识，也要学习具体的实践操作方案，并

在自身出的成长过程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形成连续性的探究能力，从而保证自身知识体系的成长建设。然而，

在现阶段的导学教学工作中，被动式的教学惯性仍然存在，并影响着学生的成长状态。对此，需要从教学方法上作出

适当调整，塑造并突出学生探究能力，为其个人成长树立基础素养。 

例如，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开发问题式教学的应用价值。尤其在对理论知识进行讲解的过程中，可将房屋防

水内容作为主线，逐渐引导学生回忆并总结与房屋防水操作相关的知识点内容。由此，教师充分发挥自身的辅助作用，

帮助学生在问题思考中，逐渐适应学科思考模式，学会如何在问题导向下，定位具体的学科知识内容。同时，在这一

教学方法中，还可借助项目教学的应用优势，在学生掌握相关知识内容并拥有一定探究能力之后，为其设置具体的课

程探究项目活动，从而更好的补充其探究学习能力，保证房屋建筑识图与构造课程的教学有效性
[2]
。而通过长时间的课

程教学积累，即便是没有足够技术能力的学生，也会形成一定的思维惯性，并完成不同程度学习与探究能力的塑造，

达到教学目标。 

2.3 丰富课程形式，创建多元化建筑识图课程 

课程形式的多样性，可以为房屋建筑识图与构造课程，带来开放化的成长条件，使其适应多元化的社会发展空间。

教师在设置课堂教学形式的过程中，应当针对具体课程内容的难度，以及学生的能力与状态，对具体方法进行调整。

例如，在基本理论概念的课程内容中，教师应当以模型说明、图纸展示、理论框架梳理的内容作为主体，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掌握抽象知识；建筑形体说明的课程内容中，教师则需要利用结构投影、动画展示等形式，使课程内容说明

更加深入，从而提高学生的理解与认知；而在相关实践课程上，教师需要引入具体的具体工程项目案例，在结合理论

知识内容的同时，帮助学生实现知识与实践的有效对接；另外，对于新技术内容的说明与介绍，应开发多媒体、微课

等现代化的信息化教学模式，通过全面展示与深入介绍，使学生保持关注度与理解效果的同时，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

量，完成课程知识内容的拓展。 

注意，房屋建筑识图与构造课程，在理论体系上带有明显的单调、枯燥特征，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需要对其较大

的知识总量进行整理，使课程的指导、趣味性特征被开发出来，从而保证课程实践内容的建设升级效果。 

2.4 增添实践内容，组织体验式课程教育模式 

实践学习是保证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积累与成长的重要条件，在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补充这

一教学需要，并在开发实践课堂内容的过程中，将新知识内容与技能型操作结合起来，使学生融入到情景化、感官化

的课程内容中，从而在操作中，掌握具体的学科知识。例如，在完成建筑识图基本技巧的教学后，教师可以引入某项

目建筑工程的电子版施工图纸，并为学生布置具体的实践操作。在分组化的课程学习中，尝试性解读案例图纸，并在

钢筋、模板等重要工程施工组成进行说明。然后对建筑墙体、轻龙骨吊顶构造等内容作出系统分析
[3]
。然后，由教师为

学生提供相应的讲解，点明具体课程知识点内容的同时，完成体验课程的第一阶段。之后，为保证课程完整性，需组

织学生对教学楼、寝室楼进行建筑分析，并对其墙身、散水、梁、板等建筑结构进行说明，具体介绍建筑方法的同时，

完成整体项目分析内容。由此，在具体的瞬间操作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达到课程教育目标。 

3 结束语 

综上，房屋建筑识图与构造课程的教学改革，需要从基础互动课堂入手，在转化教学主体地位的同时，组建专业

课程学习共同体，并在不断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过程中，应用丰富的课程形式与实践内容保证学生学习成长状态。通

过这一系列的优化调整，不仅实现了课程建设与实践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动高等教育工作，提供了系统性实

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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