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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建筑系根据社会需求，不断探索专科特色， 

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从1998年9月开始招收了第一 

批全国唯⋯的建筑设计与装饰试点专业学生。该专 

业按照新的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实施，经过近三年的 

不断探索与实践，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一

、改革方案的几个创新点 

我系根据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筑设计与装饰行业 

的需求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将原建筑设 

计专业与建筑装饰技术专业合并为建筑设计与装饰 

专业，并建立起“两并重(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并 

重)、两结台(产学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两阶段 

(基础与专业课阶段，专业加深与拓宽阶段)、两方向 

(建筑设计方向与建筑装饰技术方向)”新的人才培 

养模式。 

l抓住一条主线，形成两个阶段：新的教学体 

系按照“实际、实用、实践、实训 、实效”的原则处理基 

础与专业 、知识与能力、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摆脱学 

科教学体系的束缚，抓住能力培养这一条主线贯穿 

于教学过程的始终。理论教学体系划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第 1～4学期)不分专业方向，为基础 

课程学习阶段。在这一阶段除公共课以外，设置了 

六个系列课程，即：数学、建筑结构系列课；制图、建 

筑构造系列课；建筑史 、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系列课； 

美术、初步、建筑画、形态构成系列课；计算机基础及 

应用系列课；相关知识的系列课。第二阶段(第 5～ 

8学期)要分专业方向，并按照两个专业方向设置加 

深与拓宽类课。建筑设计方向：加深类课有建筑设 

计、室内设计、建筑结构、计算机应用 ；拓宽类课有城 

镇规划、工业建筑设计、建筑施工与预算、选修课。 

建筑装饰技术方向：加深类课有室内设计 、建筑设 

计、计算机应用 ；拓宽类课有庭院绿化 、装饰施工与 

预算、雕塑与壁画、家具与陈设、选修课。实践教学 

体系由三大系列组成，参观实习系列、建筑室内外设 

计系列、实务训练系列，实践教学环节占教学总周数 

的56％。两个阶段除在年限上划分外，更主要是通 

过学生的社会实践自然形成两个专业方向。在学生 

完成基础知识、基本专业理论学习和基本技能训练 

之后，在第 4学期末结合暑假安排了 8周的生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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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学生主要根据自己的特点、爱好，选择设计院、 

设计事务所或装饰公司，进行建筑设计 室内设计和 

施工现场管理的实习 通过实习使学生更加明确所 

学专业在工程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为第二阶 

段的专业方向选择奠定了基础。 

2．围绕主干课，加深课程问横向联系 将某些 

专业课传统的纵向教学体系改为在纵向教学的同时 

向横向结合的方向发展，加强专业之间、课程之间的 

相互配合。比如，建筑设计是本专业的主干课，围绕 

这门课进行了-一系列课程内容的整台和拆分．．该课 

可在进行第一个设计题目(d,N墅)之前安排一个模 

型制作集中周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按照 自己的意 

愿，进行设计选材 ，并完成eJ,~j0墅 、周围环境及配景 

的模型制作。尽管学生对小别墅的设计知识并不十 

分清楚．但通过制作，对小别墅有了感性认识，并在 

脑海中建立起了空间概念 这时，再学习设计的理 

论知识，并进亍亍方案设计，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又如建筑构造课的课程设计与建筑设计、建筑结构 

设计与建筑设计、建筑工程概算与建筑设计合作进 

行。方法是在建筑设计完成之后，按照设计方案的 

要求，进行施工图设计 、结构方案设计和施工概算， 

使各类课程之间建立了横向联系，加强了各专业之 

间的配合、增强了课程的综合性。 

3．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快速设计能力。可 

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学生快速设计能力：①在每学期 

两个专题设计之闻增加一个快速设计，题目由小到 

大，由简到繁，从假题真做 真题快做，一环扣一环， 

循序渐进。②开展课外设计竞赛，引导学生 自己去 

构思、想象、创造与众不同的设计作品，更能激发学 

生的创作灵感和竞争意识。由于每次设计时问给的 

比较短，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任务，更能 

锻炼学生的快速设计和快速表现能力。③改变本科 

建筑学专业的建筑设计课不考试的传统做法，把建 

筑设计课改为考试课 ，考试内容就是适合在 4小时 

内完成的快速设计。在第 5学期初安排了一个大型 

快速设计考试，学生要在8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综合 

性的快题设计与表达。 

4 调整课程内容，实现三个不断线。围绕专业 

方向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贯彻基础课 以应用 

为目的，以必须够用为度”，专业课“加强针对性、应 

用性”的教学方针，将原教学体系教学内容繁杂、课 

时量大、学生没有更多的自学时问等弊端进行了改 

革。新教学体系对总课时作了较大的压缩，且增加 

了选修课学时及门类；在课程实际安排过程中，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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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生的特长培养，实现三个不断线，即建筑室内外 

设计课不断线、计算机应用课不断线 、课内外实践课 

不断线，通过三个不断线，强化训练，使该专业的学 

生具备 r上手快 表现力强、计算机水平高的特长 

5．举行设计竞赛，增强竞争意识 为了培养学 

生的竞争意识，活跃学术气氛，我们把所有的建筑室 

内外单体课程设计变成设计竞赛题目，每完成～项 

设计，组织专业教师进行评比，对选出的优秀设计进 

行展览，最后举行模拟招标会，由获奖的学生进行方 

案介绍，最后评出奖项，发给奖品和证书，竞赛活动 

全过程是由教研室统一组织。我们认为这种形式的 

教学活动，既让学生了解设计的全过程，又使他们了 

解实际工程的运作方式 ，而且充分凋动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了他们多方面的能力，深受 

学生 的欢迎。 

二、改革方案的实施与效果 

1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 改革方案的实 

施，政变了原方案人才规格单 ，适应面较窄的状 

况。整个方案吸收了加拿大荷兰德学院关于“能力 

本位教育”教学模式的先进经验，不断跟踪学科发展 

的新动向，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面，使学生在将 

来的工作中，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和发展潜力。 

2．摆正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人才培 

养方案的改革突出了实践教学环节，但并不意味着 

削弱理论。恰恰相反，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理论教 

学的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例如：建筑与装饰材 

料课就是采取边讲课边参观校内建筑与装饰材料展 

览室内的上千种材料的作法；建筑设计课每一个专 

题设计都是先理论后实践的方法进行授课。这就形 

成了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 

互结台的动态平衡。 

3．建立了稳定的校 内外实习基地。高等工程 

专科的人才特色就是其毕业生有较强工作适应能 

力 为了增强工程意识，造就实践动手能力较强+怀 

有一技之长的高工专人才优势，必须加强校内外实 

践基地建设。从 1998年试点班学生入校开始我系 

就陆续建成了模型室、雕塑室、微机室、资料室、建筑 

装饰材料陈列室等校内实习基地。与多家产学合作 

单位签定了台作协议，建立了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 

保证了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的顺利进行。 

4．改革教学方法，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 

性 由于改革后实践环节大幅度增加，专业课学时 

数有所减少，因此要保证教学效果就必须在教学方 

法和教学内容上下功夫，具体作法是：①通过入学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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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5Ⅲ1d using pithy l"onnulms．den'cmstrafiuns，garn~ to the uden【 interest in lhis kind of 

兴趣是人们求知的积极倾向和自觉学习的内部 动力，是学生是否自觉乐意参加体育锻炼，从而达到 

术摸底考试，将成绩差的学生组织起来，利用课余时 

间由专业教师加以辅导，帮助学生提高绘画水平。 

②建筑历史课教师结合教学实际自制和购买了大量 

的幻灯录像片，运用详实、准确的资料向学生展示所 

要讲授的建筑形象，让学生直观感受到建筑形式特 

征和空间效果，然后再介绍建筑当时所处的自然条 

件和社会背景。这些资料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节约了口述、绘图的时问，加大了授课容量。③ 

公共课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英语、德 

育等课程采用讲授与讨论相结合，讲授与看录像相 

结合，讲授与座谈相结合，并通过多种知识竞赛等方 

式激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5．开展各种学术活动，给学生创造学习机会和 

条件 学生仅有课堂知识的学习显然不够，给学生 

提供参加学术活动的机会和条件，是课堂学习不可 

取替的获取知识的方法。①建筑设计课面向工程实 

际，针对基地的环境、经济、文化等状况，为学生提供 

各种设计资料和各种设计规范。②充分利用现有的 

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公开展览学生 、教师的设计成 

果，营造良好的学习氟围。③外请专家、学者讲学， 

外聘有经验的建筑师、工程师参加理论教学、指导设 

计。④有意识地让学生了解和参与教师的科研课题 

的研究，使他们了解本行业最前沿的东西。 

三、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 

实习基地与教学环境的建设 、师资队伍和教材 

建设是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到 目前为止，学校为 

该专业拨专款近 70万元，筹建了微机室 、模型室等 

校内实习基地；每年学校还要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 

奖励在教改中有贡献的人员。培养应用型人才，教 

师是关键，学校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有计划地安 

排中青年教师到工程第一线参加锻炼，并组织专业 

教师参加社会上的建筑招投标、设计竞赛等活动；以 

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招聘高层次建筑师来学校为该 

专业任教，使具有高素质的专业教师队伍不断扩大。 

我系教师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编写并出版了4本本专 

业书籍，并将在近几年内完成全部教材的改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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