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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的
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研究

———以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筑设计为例

刘旭红，武 飞
(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090)

摘要: 通过构建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网络资源共享平台，以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筑设计科研项目

为例，结合高校建筑学教育的教学理念与模式，整合行业精品资源，探讨建筑学专业教育在信息化时代

的发展方向，优化高校建筑设计教学体系，推动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关键词: 建筑教育; 建筑设计教学; 资源共享; 精品课程

中图分类号: G642. 0; TU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2909( 2019) 02-0131-07

毋庸置疑，信息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信息技术的兴起给传统教学模式带来了巨大的

冲击，让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一场基于信息化技术的伟大变革中。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更

是一项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工程，而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正是这一伟大工程中的重要目标之一。

建筑学专业具有跨专业性、实践性强等特点，建筑设计作为其核心课程，不同于其他理论型课程，建筑

设计课程主要以绘图的形式表达设计构思，注重创新性思想与理念的表达。

传统建筑学专业授课模式局限于师生面对面的教学，对学生设计思维的开发相对有限。随着互联

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学生可通过网络资源获取设计灵感。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筑设计从高校建

筑教育模式角度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针对当代建筑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及问题，提出传

统课堂教学与现代网络教学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1］。其特点是在发挥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下，创新

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师生交流，提高教学质量，推动高校建筑学专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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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导向

2012 年 3 月教育部颁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 －2020 年) 》，为未来 10 年的教育信息化

建设提供了指导意见和总体方向［2］。2012 年 4 月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了“三通两

平台”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导向，即实现“宽带网络校校通、教学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加强

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平台的建设”［3］。教育部 2016 年 6 月 23 日发布《教育

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到 2020 年要基本建成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

体系［4］。规划还特别要求，要重点提高教师在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将信息化教学模式纳入师

范院校的专业课程体系，培养教师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创新教学的能力，使信息化

教学真正成为教师教学活动的常态。

二、建筑设计教学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的构建

建筑设计课程不仅是高校建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建筑学专业教学特色的重要体现之一［5］。

建筑学兼有形象与逻辑、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学科特征，建筑设计知识传授手段与方法的多元化需求，

必然促使现代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运用。建筑设计—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6］( 图 1) 利用校

园建筑设计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基础条件，全面渗透高校建筑设计系列课程。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网络资

源共享平台是一个综合的、多层的、灵活的和可持续的动态学习载体，通过整合优质建筑设计网络资

源，供学生多元化学习，并为同类高校师生所共享，最大程度扩大受益面。

图 1 建筑设计—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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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是 2014 年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站

围绕建筑学科课程建设背景、课程教学资源、课程成果反馈三个方面展开( 图 2) 。教师可根据自身教

学特点及需求，借助资源共享平台的相关服务，弥补线下教学的缺陷，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开展全面、

多层次的教学活动。

图 2 建筑设计学习网站内容结构图

( 一) 整合优质学习资源，创建立体化学习

环境

建筑设计课程通常以绘图与室外调研的形

式来组织教学，授课多为图纸绘制、多媒体演示、

模型制作等模式，教学内容多，任务繁重。学生

既要掌握建筑设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又要熟练操

作相关技术软件，并需时刻跟进掌握行业最新的

知识动态。建筑设计教学网络资源共享平台通

过丰富的教学资源与合理的网站结构，在发挥传

统教育模式优势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创新，网站整合建筑设计课程高品质、多方面、多类型的学习资源，

创建多维立体化的网络共享学习空间，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而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

网站教学资源主要包含名师精品课程、经典方案案例、媒体设计素材、建筑前沿信息等。建筑学专

业名师通过平台分享课件、建筑设计难点微课堂视频等，学生可课后在线学习或者免费下载。名人名

师的课程主讲人主要有建筑师、著名学者、优秀教师等［7］。学科媒体可提供建筑设计课程一般性的素

材，例如:“建筑设计—校园建筑设计方案”学习网站［8］( 图 3) 通过建筑设计资源共享平台，提供大量学

科最前沿的设计信息、优秀方案资料、名师课件等; 采用交互式的学习手段，形成生动、友好、轻松的学

习环境，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建筑素材库并非资料的无序堆积，素材

内容需经过严格筛选，呈现给学生的一定是高质量、有分类、便于阅读的建筑信息。提供学科前沿信息

资源旨在为学生能及时掌握建筑学专业最前沿的学科信息。

图 3 建筑设计—校园建筑设计方案( 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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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合理规划网站结构，打造多元化学习空间

建筑设计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的网站分为 11 个模块，包括推荐表、课程负责人、

课程团队、课程描述、课程实录、课程建设、教学效果、政策措施、学生作品、自我评价、案例资源。网站

将建筑设计课程与多媒体优化组合，精心筛选教学内容，汇集工程设计实例 80 多个、优秀学生作品 150

份与 15 个动画视频，每个设计方案有详细的分析说明。网站结构紧紧围绕建筑设计学科知识特点展

开，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与逻辑性。
( 1) “课程负责人”模块主要介绍课程负责教师的基本信息、教学情况、学术研究情况与获奖情况

等，通过对课程负责人的了解，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网络课程背景的认识。同时，课程负责人可以通过展

示本人在教学、科研上的显著成绩，提高课程吸引力。
( 2) “课程团队”模块主要由团队整体素质、青年教师培养以及教学改革与研究三个部分构成。

通过名师的基本信息情况表可以看出，建筑设计课程团队是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而且学有专长，具

有强烈敬业精神与团队精神的师资队伍，团队教师既有科研项目，又有教学实践经验，教学与学术水平

都较高。
( 3) “课程描述”模块主要是课程持续建设与更新情况。建筑设计课程是建筑学专业的主干课程，

贯穿本科教学的第二、第三、第四共三个学年，分别为建筑设计( 1 －6) 的内容。网站注重注册建筑师相

关知识内容，并结合建筑设计课程的特点，加强过程式教学环节，强调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建筑学专业

建设需不断适应市场的需求，应在发展中求特色，把素质教育引入建筑设计课程教学中，使学生毕业后

能尽快适应社会。
( 4) “教学效果”模块包括自我评价、专家评价、督导评价、学生评价、社会价值、获奖证书六个子模

块。通过对课程多元化的客观评价，分析课程教学效果。此栏目广受师生好评。
( 5) “课程建设”模块主要包括教改实验探索阶段、建立校园建筑设计学习网、成果获奖三个子模

块。通过大量的案例教学与具体设计题目的训练，帮助学生了解建筑设计基础理论，为后续设计课程

的学习、设计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9］。通过改革实验课程，形成活泼、轻松的学习氛围，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网络资源共享平台能拓展学生的思维，进而增强其学习技能，提高其设计创新

能力。

教学资源是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的核心，是学生使用频率最多的部分，因此教学

内容的准确、规范、科学显得尤为重要。建筑设计—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的资源信息，应具有全

面性、实时性和便捷性，以服务学生为中心。
( 三) 不断更新网络资源，形成可持续资源库

“建筑设计—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是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的核心组成部

分。应针对建筑设计系列课程的特点构建持续的网络化教学资源库，充分发挥网络资源在多样性与生

动性方面的优势，全面提升学生的主动性与创新能力。在建筑设计课程内容安排上，传统教学内容大

多依托高校教材及相关资料，课程内容比较单一，接收建筑领域前沿信息滞后，理论与实践脱节。而通

过建筑设计课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则可将优质学习资源低成本地及时传递给学生。学习资源不仅包

括教师课件，还包含设计名师慕课、建筑学科前沿资讯、国内外学生优秀作业等。平台支持任何人上传

学习资料以便共享，为保证网站资源质量，上传资料需经过管理员的审核。建筑学科大量高质量的学

习资源不断在平台上产生，为师生提供海量素材，保证师生在第一时间了解建筑学科的最新资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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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断更新，实现了知识的实时拓展。可持续教学资源库的构建，从理论到实践都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体系。

三、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的应用

( 一) 促进科研与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双融合

建筑设计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有利于日常教学中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的相互融合，其内容不

仅局限于建筑学科知识本身，更多的是引导学生掌握设计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传统课程教

学的时间与内容都有限，而建筑学教学本身对专业知识的广度与深度都有很高的要求，网络资源共

享平台正好能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学生之间可通过平台跨地域无障碍地交流，及时获取国内外

最新专业信息和先进知识，对提高学生的建筑设计能力无疑有很大帮助; 通过平台学生与企业之间

的联系更加紧密，将极大地推进建筑教学实践，从而培养建筑企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 二) 拓展教学时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网站中的教学资源栏有设计方案库和动画视频。视频资源相对静态，能更直观、形象地展示建

筑设计效果，从视觉、听觉等方面为学生提供直观的学习素材; 学生通过观看视频能仔细推敲设计

作品的各层平面、造型设计、空间组合等。此外，学生还可以自己动手设计动画视频来完成设计作

品，以提高自身的设计能力与创新能力。

资源共享平台为学生提供呈现设计作品、展现自我的舞台，有助于提高学生建筑设计创作的自

信心，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交流。
( 三) 改善网站交互性体验，增强教学资源的可持续性

精品课程网站导航清晰明确，网站资源也能保证高质量的持续更新，大大改善了师生网站使用

体验。建筑设计—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站共有 11 个模块，若干个次级页面。整个网站围绕建

筑设计专题知识，扩展建筑设计课程学习资源，开发相关专题学习的应用工具，做到结构清晰、分工

明确，教学过程也可控。同时，引入教学新理念，增强教学的立体性与可持续性。技术上采用灵活

的人性化网页设计，网页风格深受学生欢迎。

网站功能标示清楚，能有效引导使用系统，并提供相关辅助工具; 资源的搜索功能完整，能提供

与网站主题相关的其他网络资源，对外链接网址正确，且能保证链接有效、稳定。多媒体设计要素

亮度、色彩、图形、动画、版面等符合建筑学专业审美特征，画面简约清晰，整体使用体验较好。

四、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内容的创新

( 一) 学习资源的多样性

建筑设计教学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大大提高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水平，通过多媒体、教材声像化

等手段完成知识传播，学生真正成为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学生自主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

切实有效的锻炼。

建筑设计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方案构思、模型建立、成果表达均需要计算机应用能力。网

站提供丰富生动的图像、视频资料，从视觉、听觉等方面为学生提供直观的学习素材，而网络开放式

教学模式则有利于学生随时获取已筛选提炼的素材，既提高了学习效率，又培养了学生的软件应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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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建筑设计—广东省

精品资源共享课( 网站截图)

( 二)“产学研用”的实践性

建筑设计信息化资源平台为学习、科学研究、实
践应用的系统合作提供了集成平台，包括设计原理

知识、相关标准规范、优秀工程案例等。在对实际工

程案例的分析思考中，激发学生的设计灵感。教学

中教师可实时调整教学侧重点，确保教学效果。此

外，利用网络资源平台开展建筑科技展台、学术沙

龙、专题讲座等活动，为学生与企业提供互动平台。
( 三) 师生沟通的交互性

通过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师生可实现实时沟通。

学生在线上线下学习中的疑惑可及时得到教师的指

导; 同时，教师也可实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根据

学生情况进行教学方式等的调整和改进［10］。

师生可通过邮件自由交流表达设计想法，分享

学习或教学心得，传递行业资讯，达到扩大专业视

野、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用户群体可来自不同年

级、不同学校、不同国籍甚至不同学科的学生。例

如，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筑设计［11］中的“学生作

品”( 图 4) 子项目，项目中有大量学生动画作品，学生

可免费在线或下载学习。用户也可根据需求加入不

同主题的讨论组实现学习交流。讨论组主要是根据

建筑类型划分的，例如: 商业建筑讨论组、校园建筑

讨论组、住宅建筑讨论组等。

五、结语

现代信息技术在高校建筑学专业信息化教学中

的应用才刚起步，建筑设计课程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的构建还处在建设期。在发挥传统建筑学专业教学

模式优势的基础上，高度整合建筑设计课程教学资

源，实现建筑设计课程网络资源平台的共享，真正做

到以服务学生为中心、以提高教学效率为目标。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的构建是一

个持续的长久过程，需要高校教师多方面的实践与探索。高校应顺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利用最新

信息技术，调整教学方式，进一步提高建筑设计课程教学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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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design teaching based on network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 Taking provincial excellent

cours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as an example
LIU Xuhong，WU Fei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090，P． Ｒ． China)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the building design teaching network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 taking the
provincial-level excellent cours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as an example，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architecture education mode， integrating the industry excellent resources， the
paper explored th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architectur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ptimizes the teaching design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motes th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Key words: architecture education; architectural design teaching; resource sharing; excell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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