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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建筑设计类课程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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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技术持续迭代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数字化转型战略引领高等教育课程教学高质量发展向数字化转型。探索数字技

术与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是实现数字化转型，推动建筑设计类课程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针对 “教学内容升

级、智慧教学设计、管理机制构建、评价体系完善、测评系统反馈”等五大课程教学场景，探究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与

创新，剖析其教学痛点，并梳理其成因。通过数字教学工具与平台、数字建筑学科前沿在课程教学全过程中的深度融合，为

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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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tinuous ite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n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lead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teaching towa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plor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course teaching is a necessary path to achie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courses. In response to the five major teaching scenarios of "upgrading learning resources, 

designing smart teaching, constructing management mechanisms, improving evaluation systems, and providing feedback on evaluation 

system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courses, analyzes their teaching pain points, 

and sorts out their causes. Throug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tools and platforms, as well as the forefront of digital 

architecture,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curriculum teaching, we empower,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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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迭代创新正逐步构建高等教育教学和建

筑行业的数字新生态。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与融合为高校

教育教学赋能，助力高等教育教学的数字化与多元化
[1]
。

同时，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和市场对高素质、复合

型、创新型建筑师的需求共同催生了建筑学学生培养与设

计类课程革新的高质量发展诉求
[2]
。当前，建筑设计类课

程的数字化转型在各大高校的发展参差不齐，大部分高校

的建筑设计类课程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一定差

距，对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回应缓慢。国内高校开设的建

筑设计类课程，存在教学内容庞杂缺乏特色、学科前沿知

识融入度不够等问题。建筑设计类课程建设亟须变革与探

索。重庆大学王景阳等人基于后疫情时代教学方式的转变，

探讨线上线下教学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3]
。厦门大学孙明宇

等人从建筑学培养目标、教学体系和培养理念层面探讨面向

新工科的数字建筑教学方法。
[4]
国内学者张赫、刘磊等人从

应用型人才培养、参与式教学设计等方面开展研究
[5-6]

。然

而，时代飞速变迁催生新的教学需求与困境，基于数字化

转型解决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痛点的相关研究不足。因此，

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亟须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迭代教学

理念、重塑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模式。 

1 数字技术发展对建筑学教学的影响 

数字时代下，建筑学专业学生培养面临诸多挑战。一

方面，高校教学数字化程度逐年提升，赋能课程教学改革

与实践；另一方面，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人才需求

的迭代升级，促使建筑学人才培养调整优化。因此，探究

建筑设计类课程数字化转型既是专业人才培养的革新需

求，也是顺应课程教学改革的时代需求。设计类课程作为

建筑学最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其教学的数字化转型有助

于学生应对建筑行业的数字化变革，适应行业对人才的新

需求，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1.1 促进高等教育转型升级 

数字时代背景下，高校课程教学正逐步从标准化向个

性化与多元化发展。高校教育作为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

一环，与科技、文化、社会和经济等要素环环相扣，教育

系统正处于不断变革与创新的阶段。标准且单一的建筑设

计类课程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当代学生更加多样化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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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学习需求。传统的人才培养方案亦无法适应数字时代

的建筑人才需求。课程教学的评价标准的侧重点由结果导

向转为关注学生多维能力培养与成长。课堂教学活动由教

师主导转变为教师与学生共同为课堂质量与学习效果负

责。让每位学生发挥自己的独特才能，发挥自己的潜力，

成为“新工科”课程教学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 

1.2 助力建筑行业转型升级 

在建筑行业发展中，数字建筑技术与产业发展对建筑

学专业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

建筑设计与建造的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驱动力。数字建筑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与计算机科

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了建筑行业数字化

发展，推进了数字中国建设。建筑设计领域需要具有数字

技术教育背景的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建筑师，这对传

统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提出了挑战，也为建筑设计类

课程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因此，在教学培养目标中应强化

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多元化，使学生具备挑战未知领域的

知识储备及自我建构知识体系的能力，满足学生适应未来

持续革新的多维需求。 

2 数字时代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痛点剖析 

面对时代发展与教学改革速度的错位，建筑设计类课

程面临标准化教学供给与个性化学习需求不匹配，传统教

学培养目标与数字时代对建筑学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不匹

配，以及教学评价与教学改革优化联动性不足等三大教学

痛点。 

2.1 标准化教学供给与个性化学习需求的矛盾 

在有限的课时内，既要完成基础知识点教学、重难点

剖析以及前沿知识的延伸和拓展，还要培养学生设计思维

与持续学习能力，传统的标准化教学供给模式显得力不从

心。此外，数字时代背景下，学生的特长与潜能日益多元

化。如何因材施教，利用每位学生不同的兴趣点与关注点，

提供多元化教学供给；如何打破传统教学的现实困境，提

升教学供给能力，实现教学规模化和个性化的协调统一，

是新时期建筑学教学改革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2.2 传统教学无法适应数字时代多元人才需求 

数字时代以多元能力为代表的人才需求，推动建筑学

的培养目标产生了新的方向：人才从单一去向到多元化就

业与创业，培养终身学习的工科基础与设计思维。建筑设

计类课程传统教学模式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进行数字化融

合和跨学科探索上有着一定的欠缺，就业去向相对单一，

通常以建筑设计院、事务所和地产企业为主。“新工科”

背景下，建筑学综合理科的逻辑思维能力、艺术学科的审

美高度以及人文学科的文化素养三者的综合能力培养。建

筑学学生在就业方向上应有更强的适应性和更加多元的

选择。在房地产行业下行的情况下，单一就业培养方向的

教学模式，让学生面临更大的就业难度，缩小了学生跨学

科就业的可能性。传统建筑设计类教学过程中，重设计而

忽视数字技术教学、思维模式培养、多学科交叉以及学生

综合素质的培养，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学生自由发展，多

元能力培养的可能性。 

2.3 教学评价与教学优化联动性不足 

传统的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评价是基于结课设计成

果的单一评价，缺少对学生学习行为、兴趣点与潜能的追

本溯源，缺乏对学生知识结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力的深

入剖析。因此，教学评价数据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和模糊性，无法展现学生学习的达成度与详细情况，对下

一轮教学优化的帮助甚微，难以成为教学改革与教学优化

的依据。线上数字教学工具与平台蓬勃发展，为建筑设计

类课程教学改革带来新的契机与挑战。线上数字教学工具

与平台提供详细、精确且实时的学生学习数据，可精准形

成学生学习画像，为精细化、实时化教学评价提供可能性。

同时，线上数字教学工具与平台对教师教学组织能力发起

挑战。如何高效利用数字工具与平台，深入了解学生学习

情况，剖析其学习动机与学习习惯，细化评价细则，并基

于线上数据分析，强化与教学优化的联动性，是建筑设计

类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持续探究的问题。 

3 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思路 

通过剖析 “教学内容升级、智慧教学设计、管理机

制构建、评价体系完善、测评系统反馈”等五大课程教学

场景，探究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3.1 教学内容升级：积极应对建筑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教学内容的高度是依托于建筑学培养目标和培养体

系的。 

在培养体系中，应基于传统建筑学知识体系，建立系

统化、模块化的数字建筑设计知识体系，强化与计算机、

艺术等学科的教程融合。将通识课程、基础课程、专业核

心课程的教学内容，以学生数字能力培养为引领，建立覆

盖本硕阶段的数字建筑课程体系，如表 1 所示。帮助学生

破除单一专业背景的局限性，促进学生的就业方向走向多

元化。 

在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实践中，通过数字建筑内容的

引入，使学生加深对先进建模技术和空间认知的理解，提

高对建筑学和最新技术融合趋势的认知，掌握了相关软件

的基本操作，了解了建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应用前景。

基于数字化转型的教学方法的使用和相关课程体系的建

立，结合数字编程可视化的展示方法，增进学生的学习效

率，提高其学习兴趣。 

3.2 智慧教学设计：充分利用数字化教学工具与平台 

针对建筑设计类课程，探究数字化工具从教学辅助到

赋能教学的技术路线。利用线上慕课平台建设设计类课程

数字教学资源，通过学习内容分阶设计、线上课程资源设

计、线下课堂活动设计、学习激励机制设计以及学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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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设计等五个方面探究数字化教学方法。通过图文、讨

论、作业和视频微课资源，丰富学生学习体验。 

由于线下课堂时间有限，无法与每位同学进行一对一

的交流，也无法实现每位同学的观点与成果能全方位展示。

线上的讨论区，给每位同学与老师深入交流设计方案的机

会，也给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此外，联合其

他高校建筑学和交叉学科教师，利用教研平台建设线上虚

拟教研室，设计富有本校特色的个性化教学方案，实现因

材施教的高质量教学。 

3.3 管理机制构建：强化课堂教学质量提升与课后线

上学习管理 

通过数字化教学工具与建筑设计类教学全过程的深

度融合，实时收集教学数据，对每堂课、每周、每个学年、

每个班级的课程教学数据进行分析与对比，强化面对面课

堂教学质量提升与课下线上学习管理，实现建筑设计类课

程教学的智能化管理与动态治理, 建立建筑设计类课程

教学过程实时收集数据并即时反馈的教学管理模式。学生

线上学习数据即时反馈到任课教师端，教师根据数据统计

实时更新线下教学的教学侧重点，从而实现教学管理智能

化、教学更新持续化。在建筑设计类课程数字化教学管理

中，强化建筑学专业特色，逐步完善设计类课程数字教学

管理体系，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3.4 评价体系完善：促进多元复合评价系统建立 

传统教学评价体系的结果导向已无法适应教学高质

发展的要求。建筑设计类课程应从设计过程、设计成果、

团队协作、图纸表达与语言表达等多方面来评价学生的学

习情况。通过深化评分细则检测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通过生生互评、小组互评、校外专家评价以及师生互评让

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协作能力取得长足进步；通过评价总体

结果的反馈与奖励，给学生更有针对性的学习建议，从而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3.5 测评系统反馈：推动教学设计更新创新常态化 

基于雨课堂、学堂云平台、超星学习通、虚拟教研室

等数字化教学工具与平台，对建筑设计类课程进行数据采

集。例如设计过程草图数据、学生学习活跃数据、线上讨

论关键词统计等。根据课程数据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与学习

动态，实时对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运转中的各类要素进行

测评，并及时反馈到教学设计改革与创新中。充分利用数

表 1  数字建筑课程教学体系 

年级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学时/学分 教学内容 能力导向 

本科 

一年级 

建筑及规划设计基础（一） 专业基础 80/5 数字建筑分析 建筑分析 

建筑及规划设计基础（二） 专业基础 104/6 数字建构专题 建筑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 专业基础 32/2 CAD/SU 软件使用 

美术（一） 专业基础 32/2 素描 美学素养 

美术（二） 专业基础 32/2 色彩 艺术底蕴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通识核心 48/3 Python语言 数字编程 

本科 

二年级 

建筑设计（一） 专业核心 96/6 设计专题 设计数字化 

表达 建筑设计（二） 专业核心 96/6 设计专题 

参数化设计 专业核心 32/2 Rhino，Grasshopper 

数字建筑 

设计与优化 

计算设计实验 专业核心 16/1 仿生建筑设计专题 

本科 

三年级 

建筑设计（三） 专业核心 96/6 参数化表皮设计 

建筑设计（四） 专业核心 96/6 展览建筑路径优化 

建筑信息建模 专业核心 32/2 BIM、Revit 数字建模 

成图创新 “高教杯”成图创新大赛 竞赛 无 以赛促学 

数字建筑理论 专业核心 32/2 复杂系统/集群智慧 数字理论 

本科 

四年级 

 

场地设计 专业核心 32/2 复杂地形建筑设计 场地设计 

建筑设计（五） 专业核心 96/6 高层建筑方案优化 算法优化 

建筑设计（六） 专业核心 96/6 数字建筑生形设计 算法生形 

本科 

五年级 

 

毕业设计 专业核心 14W/14 专题研究型设计 建筑设计 

建筑业务实习 专业核心 13W/6 校企联合 设计实践 

硕硕士 

建筑数字化技术 专业核心 32/2 
数字设计技术、 

智能建造 数字建筑与参数化设

计理论与研究 数字建筑理论与方法 专业核心 32/2 专题讲座 

参数化建筑设计研究 专业核心 48/2 专题研究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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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教学平台，发挥数字技术的信息收集优势，推进课程教

学数据的长效追踪与归因分析，以数字思维模式重新审视

教学困境与现存问题，总结教学规律，更新教学模式，重

塑教学内容，促进课程教学整体生态的迭代反馈与改进的

过程，不断提升动态预警机制，不断优化课程教学设计，

实现教学设计更新创新常态化。 

4 结论 

通过浅析建筑设计类课程发展困境，梳理标准化教学

与个性化学习需求的矛盾、传统教学与多元人才需求的错

位、教学评价与教学优化联动性不足等三大教学痛点，通

过五大教学场景的数字化转型与教学变革，促进课程教学

范式从教师教学主导向学生学习需求主导转变；推动教学

评价从结果导向向能力培养导向转变；实现学生学习韧性

从阶段学习向终身学习转变；助力课程教学架构从系统封

闭向系统开放转变。同时，通过融入数字建筑与参数化设

计学科前沿等教学内容，建立数字课程支撑体系。精准对

接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对数字背景人才的需求，培养能力

多元的建筑学专业背景人才，推动构建深度融合数字技术

的建筑学人才培养体系。利用数字化教学工具与平台，基

于本校学生特点与目标就业意向，建设个性化数字教学资

源，探究建筑设计类一流本科课程建设路径，赋能建筑设

计类课程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三峡大学 2023 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数

字化转型赋能建筑设 计 类课程高质量发展研 究

（J202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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