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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课堂式教学是以教师的语言讲授向学生传授知识为主要形式，以学生接受知识的结论为主要目的，这

样的授课方式在实践教学中使得课堂气氛沉闷，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主动认知的能力。本文

系统地阐述了“建筑施工图现场交底”情景教学法，该教学法通过创设建筑施工图现场交底过程情景，赋予

学生建设方、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的身份，以真实的情境和身份激发学生在相应场景下进行实际工作的

情感和热情，给与学生们带来全方位沉浸式的体验，学生们在激烈的探讨中迸发出对未知探索的火花，不断

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生们的“学习力”得到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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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实践教学的背景

“情境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某些工作实际状态、以工作岗位上

的实际操作为主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从而给与学生沉浸式体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实

践能力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1］。情境教学法的核心在于激发学生在相应场景下进行实际工作的情感

和体验［2］。

以重庆大学为例，重庆大学的优质系列课程《建筑制图》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专业基

础课程，其课程目标是熟悉有关建筑工程图样的分类、组成及要求；掌握有关建筑工程图样二维及三位

表达方式；通过课堂内对国内外有关建筑工程案例分析、课外手工实践和课堂上机实习，提高学生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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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的国内外实际工程的发展趋势和研究热点的关注及实践；能根据专业领域的国内外实际工程的发

展趋势和研究热点进行沟通和交流。

重庆大学在《建筑制图》实践教学环节中引入了“情境教学”模式，由具有实际建筑工程设计经验

的既是教师又是注册建筑师的双师型教师结合实际工程，将教室布置成“建筑施工图交底”现场，创设

交际情境，学生依托于真实场景去接受新知识将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对知识要点的印象和学习兴趣都

会大大增强。将“情境教学”模式融入“建筑制图”系列课程的实践教学，正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

创新实践。

2  创新实践教学的研究目标

这种以实际工程案例或情境为载体的教学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寓教

于乐，加快对本课程的理解，实现从传统教学的“静态学习”到“动态学习”的飞跃，让学生消除学习疲劳，

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3］。

2.1  激发学生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通过创设新奇的教学情境，能诱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燃起他们对知识追求的热情，驱使他

们积极思考，从而增强他们学习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高，气氛就活跃，课堂

教学就会有良好的开端［4］。

2.2  启发积极思考，最大限度地发掘学生潜力

创设学习情境，符合科学研究的思维模式。通过对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训练，使他们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教学情境往往与学生毕业后面对的工作岗位的性质及业绩等息息

相关，因此通过解决情境问题，可以使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强化［5］。

2.3  预防和矫正学生的认知缺陷，强化反馈信息

《建筑制图》系列课程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土建专业学生学习新知识是在原有自身经验的

基础上，与环境相互作用逐渐构建的，而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往往是模糊的、肤浅的，并且这种经验

知识十分顽固，不易改变。传统的讲授法成了生硬的说教，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因而难以构建新的知识。

如果创设一定的情境，将新的知识放入一定的情境之中，学生通过解决这样的实际问题来构建新的知识，

理解将会更加全面和深刻，效果较传统方法则会好很多。

2.4  提高教师素质，加强团队建设

教师是学生行动导向的风向标，若要引导学生在各方面的水平有所提高，那么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素

质能力绝对不容忽视，“要想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自己必须有一桶水”。但是目前看来，专业课及专业

基础课程的大部分老师还存在理论水平高而实际操作能力差的问题。针对此现象，我们的教师必须集教

改、科研、实践能力于一身，利用课余时间投身企业，到各建筑设计院及建筑施工、监理企业等学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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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设计、施工及建筑管理等知识，不断增强“自我造血”功能，开拓进取，完善自己，成为一个具有

实践操作和理论知识双功能的高水平教育者，以实际行动实现真正的“双师型教师”。

3  创新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

“情境教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实际工程为背景、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使得学生真正

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促使学生积极思考，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变“被动式学习”为“主动式学习”，

创造了学生主动参与、自主协作、探索创新的新型教学模式。以建筑施工图的读图为例，以理论知识为

基础，保证学生人手一套完整的实际工程的施工图蓝图，以体现情景的真实性。在班级内部进行模拟施

工图交底，把班里的学生分成四组，分别作为设计方、施工方、业主方和监理方，学生负责给自己编制

一个专有头衔，通过以下程序进行模拟的施工图交底：

（1）介绍各方出席人员姓名、职务、职称、工种；

（2）设计方介绍工程概况；

（3）施工方、业主方、监理方向设计方提问，总共提问规定数量的问题；

（4）设计方作答，且设计方每人至少回答一道问题；

（5）按各组均能体验四个角色的原则进行角色交换，然后重复进行第 3、4 项，共进行 4 轮。

（6）任课老师可扮演质检站站长（或其他）角色做这次施工交底的总结，为本次情景教学画龙点睛。

这种模式也可以扩展为班级之间的模拟对抗、校际之间的模拟对抗，不同之处在于将每班学生作为

一个组，简化为两个班级分别担任设计方和施工方。由于班级内部的集体凝聚力，班级间对抗刚好体现

了交底各方所站的不同立场，因此这种对抗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体验角色。

学校间对抗可选择本地的兄弟院校等，例如重庆大学在重庆区域的实践，可以选择中国人民解放军

陆军勤务学院、重庆交通大学、重庆科技学院、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等开设相关课程的的兄弟院校进

行模拟对抗，也可以在职业中学相关专业内开展，程序同班级间的对抗，不同点在于学生群体的层次与

所处学习环境均不同，这就可以促使彼此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发现问题，共同进步，这种对抗方式在

双方的角色体验方面也最具代表性。

4  创新实践教学的成效

通过以上教学模式使学生获得了以下能力：

（1）对课程体系及相关知识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做了很好的铺垫；

（2）接触到新项目的图纸时，可以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和整理，读图水平明显提高，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的能力较之前进步显著；

（3）通过“情境教学”过程中学生扮演工程参与方角色，每个学生体验交底过程，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和团队意识明显增强。

通过问题式情境教学的引入，课堂气氛比传统教学模式活跃，在课后，有的学生还会不断提出问题；

学习积极性比较高涨；教学效果也比传统教学好，不仅平均成绩显著提高，而且学生处理问题的基本能

力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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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新实践教学的体会

5.1  以身作责，发挥引领作用

问题式情境教学的关键点在于“问题”，学生提出问题容易，以他们现有的知识水平，要让学生自

己解决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所以在拿到一套图纸后，教师应该首先熟悉图纸、发现问题，这样才能把

教师组织者、传授者的身份发挥全面。

对于一些没有实际工程经验的教师，想要弄清楚图纸中所有的问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困难，这就

要求我们的年轻教师或是没有实践经历的教师，要充分抓紧一切机会到企业学习锻炼，并跟随有实践经

验的老师现场体验学习。

5.2  启发式教学、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教师在平时的授课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启发学生对本学科知识的兴趣，引导学生踊跃提问，即使这

个问题不是特别专业，也不要打击学生，以防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不要过急的去

评论或说出正确答案，留给学生充分的空间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不能解决的，看他们怎样去自

圆其说，对学生的回答持肯定态度，最后再说出怎样解决会更好等等。一个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往往

也是情境教学能否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

5.3  情境设计宜逼真化、多样化

一个好的情境的设置对教学的展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施工图交底这个教学情境之所以能够取得

这样好的效果，不外乎最关键的一点：逼真。情境设置的越逼真，对学生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目前我们所采用的情境主要是施工图交底的形式，能够充分呈现出未来工作的情形，故学生对此情

境的兴趣也相当浓厚。今后我们还将采用适合于各专业的多样化的情境。怎样设置更为逼真、更为多样

化的情境，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努力方向，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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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form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teaches students by inculcating knowledge, the main goal 
is accepting the conclusion of knowledge, this kind of teaching method makes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dreary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 it limits students’ ability of thinking, innovation and active cogni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scene teaching method in full disclosure of construction drawing, 
which endows students with the identities of construction,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by 
creating scene of full disclosure of construction drawing, stimulates students’ emotion and enthusiasm 
to carry out practical work under the corresponding situation and identity, and brings the students all-
round immersive experience, the students burst out the spark of exploring the unknown in the intense 
discussion, by constantly asking, analyzing and solving questions, the “learning ability” of students is 
greatly improved. 
Key words: Architectural drawing; Architectural and construction drawing; Scene tea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