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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教学多媒体化是建筑教育改革的有效途径，术文结合建筑教学的特点，着重探讨了多媒体在建筑教学巾的地 

位、作用以及在各个教学环节中加以运用的原则和措施。 

【关奠词】 建筑教学；多媒体教学；原则 

[中圈分类号】Tu一4；0t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珈 9(20∞)03—0091—03 

cI】i“，ctⅢ m．1tlmediate{油 ing 

Qi．)ri ，YANGH 

(1．InState 0f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cu∞ Ⅲ University-G1w咖 510405-China； 

2．The Audio-Visual~tuolllon C∞嘧-C'hongqing Institute 0f喇 m rIg-(~nsqing 400O5O-China) 

Al矧 n吐 ：I呲昭 IIgthe dl蚰Id商 蚰∞ 0f architecturalteaching-Lhe tI-嘲 p0int outthe aihl吐i∞ m dthelIm 姗 ofmedium in aw．hitec· 

hⅡ teaching-mdthem 叮 l妇 orltheprilldpk mdthe n~hods ofhowtoIl∞the nad~ *xliainthe aIdli蛔 lh teaching c0哪，啊． 

Key wOl1凼：舢dli Ic缸Jre teaching；multimedia teaching 

日新月异 的现代 科学技术正 以前所 未有 的速度 

深刻地 改变着 我们 的社会 生 活 ，高等建 筑教 育也不 

例外 。多媒 体技术 的发展 为建 筑教 育的改革提供 了 

良好的契机 ，基于 多媒 体技术 的教学 改革及 研究 已 

成 为当今 高等建筑教 育的热点 。由此也引发 了不少 

的相关 问题 ，比如缺乏一定范 围内的统筹计划 。重复 

建设造成 资源 的浪 费 ，工作效率难 以提高 ；再 比如教 

学 当 中对 多媒体技术 的应 用仅仅停 留在 “电子板书” 

的浅表层 次上 ，没有 真 正发挥 出多媒体 教学 的优势 

等等 。如何 结合 专业教学 的特点 和多媒 体教学 的优 

势组织最佳效果 的课堂教学是一个很值 得研究 的课 

题 。 

建 筑学是 一 门古老 的综合 性 学科 ，具有双重 特 

性 ：技术性 和艺术 性 ；建 筑设 计的思维方式也具有双 

重性 ：逻辑性 和形象性 。因此 ，建筑教学须 同时兼顾 

逻辑思维 和形象 思 维这 两个 方面 。但是 ，在现行 的 

中小 学乃至大学 的 教育 当 中 ，学生 所接 触 的课 程 大 

多是单 向度 的(如语言文字 、符 号等 )和双 向度 的(如 

绘 画、摄影等 )，由于长期 接受 单 向度 和双 向度 的传 

统教学 的训练 ，使他们 往往 (当然 也不 排 除例 外 )有 

一 种学 习思维定 势 ，更 习惯 于逻辑 思维 而 不太 善 于 

形 象思维。这是所 有建筑院校 的教师和学生都会 面 

临 的 问题 。 

建筑学是研究实体 与空 间、体块 与体量 、光与影 

的科学 ，涉及 建筑 中人 体尺度 、比例和三维 空间设计 

的基本原则 。设计 者只有在 熟悉多样 的功 能需求 的 

前提下 ，深刻认识空 间与形体 的关系 ，理解 和掌握形 

式美 的原则并且遵 循它们 ，美的建筑形态才 会产生 。 

这需要设计者有 丰 富的想 象力 和灵 活 开放 的 思维 。 

由此可见 ，在有关 空间与形体 的教学 中 ，如何 帮助学 

生建 立 正 确 的 空 间感 和 形 式 感 ，如 何 培 养 学 生 的 空 

间形体构思 能力 ，是建筑设计课程 的重 点 ，基 于前面 

提到的原 因它们 同时又成 为其 难点 。此 外 ，建筑 图 

是建筑设计 的最后 成果 的表达 ，是 建 筑师 之 间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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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的 图 示 语 言 工 具 ，构 思 设 计 的 过 程 也 是 以 图解 

思 维 方 式 来 完 成 的 ，因 此 ，如 何 使 学生 尽 快 掌 握 一套  

行 之 有 效 的 方 法 显 得 尤 为重 要 。 

对 上 述 建 筑 教 学 过程 中 的 重 点 、难 点 ，多 媒 体 教 

学恰 好能弥补传统 建筑教学 的不 足 ，与后者相 比较 ， 

多媒 体教学 主要 有 以下优点 ： 

第一 ，教学 内容 以多媒体方式动态展现 ，生动形 

象 ，更能提高学 生学 习兴趣 。 

第 二 ，教 学 资 源 容 量 大 ，理 论 上 可 以 无 限 链 接 ， 

能 够 随 mJ"更 新 。 

第 三 ，教 学 中 的 交 流 是 交 互 的 、多 向 的 ，可 以 同 

步 或 异 步 进 行 。 

第 四 ，教 师 、学 生 与 教材 三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网状 

的 ，便于 因材施 教 、自学或协作学 习 ，时空限制较 少 。 

第五 ，教学效率高 ，减少重复 劳动 。 

~,-j-于建 筑教 学而言 ，多媒体 技术可被视 为功 能 

强大的工具 ，充 分 了解 它 的优缺 点 ，才 能恰 当地 运 

用 并服务 于具 体 的教学 目的 ，以便取得 理想 的教 学 

效果 。根据 多年 的教学经验及近年来 的多媒体教学 

实践 ，我们认 为多媒体建筑教 学应遵循 以下 原则 ： 

第一 ，教与学并重 。作 为一种教学手段 ，多媒体 

教学并不 能完全取代传统 的建筑设计教 学。教 与学 

同样重要 ，两者密切配合 学生才能少走弯路 。 

第二 ，教学 内容 形象 化 。这 方 面应 尽量 发挥 多 

媒体教学 的 优势 ，创 设 尽 可能 真 实 的 环境 ，形 象 生 

动 ，给建筑教 学带来突破 。例 如 ：对 于空间序列这种 

学 生 平 时难 于 理 解 的 问 题 ，通 过 总 平 面 图 展 示 和 实 

景 录像 的播放相 结合 的方 式来 说 明 ，再 配合教 师 的 

讲 解 ，学 生 会 觉 得 容 易 得 多 而 且 印 象 深 刻 。 

第三 ，教学设 计方 案简 易化 。课 件 的操作 要 简 

单 、灵 活 ，便 于教 师备 课 时灵 活地组 织索 材 ，也便 于 

学生根据各 自的需要进行浏览 。 

第 四 ，资 源 库 建 设 统 筹 化 。强 调 分 工 协 作 ，资 源 

共享 ，提高效 率 ，减少重 复劳动和资源浪费 。 

第五 ，保持 动态 更新 。教学 课件 的制作 并 非一 

劳永 逸 ，应根 据具体情况 随时作相应 调整 ，及时反映 

学科 发展 的新动 向 ，对学 生的需求进行反馈 。 

下面谈谈 多媒 体建筑教学 的主要 环节及具体措 

施 。 

1．教 学 准备  

①改 编教材 。多媒体 环境 虽然 能容纳大量 的信 

息资源 ，但 是并 不适合 于展现 冗长 的文本 文件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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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设计者必须对教材加 以改 编 ，切 忌“原 汁原味 ”的 

电子板 书式 的教案 ，建 议基 于文本 的素材 应尽 量 短 

而少 ，篇 幅不宜压 缩 的素材 则应 考 虑在 章节 之 间多 

设一些链接 ，以便 于查 找和修 改 。教 学 内容 的 编排 

上要结合教 学大 纲的要求 ，并 注意使重点突 出，难点 

分 散 ，知识密度合理 。传统教材 由于篇 幅限制 ，所 附 

实例一 般很 有 限 。多媒 体 教材 不 仅 能 克 服 这 一 缺 

点 。而且形 式更 为多样 ，但需 注意 要记录各 素材 的关 

键词和不同素材之 问 的链 接 关 系 以便 检索 ，还应 附 

上简要说 明 ，减少教师备课 和学 生盲 目浏览 的时间 ， 

这样 ，教材才能 既全 面丰 富又便 于使 用 。对所搜 集 

的素材 、文献 、范图 、案例必 须分 出等 级 ，区别 对待 。 

由于取法乎上仅得其 中 ，故应 将 最基 本 的 内容和 最 

经典 的实例 (历代 精品 、大 师名作)列 为重 中之重 ，内 

容愈详尽愈好 。国内外著 名建筑院校 的学 生的优秀 

作业 ，由于有较强 的针对性 和示 范作 用 ，也应列为必 

备素材 。选择 素材要 坚持 宁缺 勿滥 ，避免 为求 多 多 

益善却适 得其反的情况 出现 。对 于有些扩充 的内容 

则可 以注明资料来 源 ，-tP_,可链接 相关 网站方 便~,-j-其 

感兴趣的学生作进一步 的研究 。 

②选择媒 体 。多媒体课 件制作首 先应 选 取重点 

和难 点 ，根据素材 的使用频率 来决定取舍或投 入量 ， 

不 必面面俱 到 ，否 则会使 课件 的容 量过 大 反 而不利 

于使用 。对建筑设计课程来说用 语言难 以表达清楚 

的抽象概 念 、耗时 较长 的技 巧示 范 以及建 筑 设计 步 

骤中各阶段应 达 到的工 作 内容及 深 度等 等 ，都应 借 

助媒体来呈现 。选 择媒 体要 得 当、要 适 合所 表现 的 

教 学内容 ，一般情况下应遵循简化 原则 。 比如 ：动态 

的空间序列和环 境 、复杂 的表现 技 巧示 范等 须 以视 

频 文件 来实现 ；抽象 的基 本 知识 如平 面 、立 面 、剖面 

的形成 以及楼 梯的表达等可 以动 画结合 图片 的方式 

完成 ；静态 的空 间构 图、色彩构成 等则仅 以图形 文件 

实 现 即可 。 

2．课 堂教 学 的 组 织 

课 堂教 学活 动是建筑 教学 的重 点 ，教 师应 安排 

与教学 内容相关 的、有趣 的教与学 的活动 ，并 以此为 

线索来组织教学 。 目的是 通过各种信息 的刺激使学 

生形成记忆进 而引发 思考 。教 学活 动包 括讲 述 、提 

问(师生相互 的或生 生之 间 的)、答 疑 、讨论 (班 级或 

分组 )、讲评 、媒体展 现 、实 际操作 (作 图或 制作 模 型 

等)和个别辅导 等等 。媒 体在 何时 以何 种方 式 介入 

对 教 学 效果 有 一 定 影 响 。 

在教学计划指导下 ，根据不 同的教 学 目标 (一个 

教 学 单 元 中的 教 学 点 以 1～2个 为 宜 )，对 上 述 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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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做 出选 择并精心安 排活动顺 序 。 

一 般 来 说 ，课 堂 教 学 应 从 激 发 兴 趣 或 者 提 问 开 

始 。对 于刚入 门的低年 级 学 生 ，可先作 多媒 体 的展 

示 ，可 以是 图 片 、视 频 和 动 画 等 方 式 展 现 ，利 用 强 烈 

的 视 觉 刺 激 抓 住 学 生 的注 意 力 。然 后 再 进 入 正题 ；而  

对于高年级学 生 ，则建 议 教师 可 以提问 的方式让 他 

们 的大脑 “热身 ”，再引 出重点 。让他们带着 问题 和思 

考 观看多媒体展 示 ，从 中寻找答案 。 

中间过 程可结合教学 内容 或依据 教学 双方 的特 

点 ，选 取相应 的几项 活动组成最佳排列组合方式 ，这 

需要反复试验 不断 调整 ，教师在课 堂教学 中应灵 活 

掌 握 。每 个 教 学 点 需 专 设 一 组 活 动 。必 要 时 可 以 循  

环 进 行 。但 需 要 作 局 部 调 整 ：比如 将 提 问 内容 或 媒 体  

呈 现方 式 变 化 一 下 。 对 于 教 学 中 的 重 点 和 难 点 。教 

师应考 虑 以不 同 的媒体方 式 多次 出现 ，通 过重复 刺 

激加深学生 的印象 。 

3．建 立 网上 自学及 交 流 平 台 

建 筑 设 计 能 力 的提 高 有 赖 于 设 计 者 艺 术 修 养 的 

提 高 、知 识 经 验 的积 累及 其对 功 能 及 形 式 的 把 握 ，这  

一 过 程要 花费大 量 的时 间和精 力 ，课 堂教学是 远远 

不够 的。 自学 与交 流是很 好 的辅 助学 习手段 ，多 媒 

体 教学为学生 的课 外学 习活 动提供 了 良好 的环境 ， 

成 为 课 堂 教 学 的 必 要 补 充 。 

通 过 建 立 网 上 自学 及 交 流 平 台 ，可 以 为 学 生 的 

自学 和交 流 提供 丰 富 的资 源、技 术 支持 和提 问 、讨 

论 、答疑 的交 互空间 ，更好 地帮助学生根据各 自的需 

要 自主学 习 。教师 应该 积极提倡学生做多方 面的交 

流 ：师生 之间的 、生 生之间 的、同类 专业之间的 ，包括 

小 组 、班 级 、年 级 、院 系 、校 际 各 种 规 模 的交 流 活 动 都  

要加 以鼓励 ，而上述种 种都可 以通过平 台进行交流 。 

教 师应经常举办 一些 各种 规模 的设 计作 品展览 ，每 

次设计课程作 业完成后应举办 一次展览 。历届的优 

秀作 业 以及 优 秀毕 业设 计 也可 以制 作成 VCD光 盘 

供学生浏览 。 

在 网上开辟建筑论坛 促进学生与学生之间 的交 

流 ，有 利 于形成 良好 学 习氛 围 ，有 利 于相 互启 发 、取 

长补短 ，还有利 于语言表达 能力 的提高。课 堂教学 、 

评 图 时 同样 应 组 织 学 生 讨 论 ，经 过 自评 、互 评 之 后 再  

由教 师总结点评 。多向的交流互动 的方式 比单一 的 

教师讲 评的效果会好得 多 。 

4．评 价 工 具 的 设 计  

评价过程是检 验学习效果 、巩固 已学 的知识 、发 

现并 纠 正 错 误 的 过 程 ，本 质 上 是 一 个 特 殊 的 学 习过  

程 。建筑设计 的评 价 有其独 特 的一 面 ，因为答 案 并 

不 唯 一 、评 价 标 准 中 含 有 艺 术 因 子 而 且 全 面 的 评 价 

应包 括对设计 过程 的评 价 。所 以 网络暂 时无 法代 替 

教师 ，只能实 现一些简单 的评价功 能。 

但是 ，教师可 以利用多媒体方式 帮助学 生 自评 、 

纠错 。具体 的做法 是把相关 的素材分 类链 接到课件 

的评 价空 间 ，更为 直观 。可满足 学 生对 教学 的要 求 。 

素 材 包 括 如 下 几 方 面 ： 

①优秀课程作 业及 评 析。展示 全 套 图纸 ，有 可 

能 的话附上各 阶段草 图。从 方案设计 (立意构思 、场 

地 环 境 、功 能 组 织 、空 间 造 型 、建 筑技 术 等 )到 图纸 表  

达 (构 图、线条 、用色 、字体甚至意境等 )，对所有 的优 

缺点作 全方 位的评 析 。 

②常见错误及修改 。分别 按错 误性质 和出现频 

率分类 ，列举各 种错误 。并 可点击 出正确答案 。 

③设计过程及 评 析。展 示较 优秀 的方 案 ，可从 

基地分析 、总体设计 、平 面草 图、方 案修 改过 程 直 到 

工具 图定稿 和最后成 果 (表 现 图 )。形象 地说 明设 计 

步骤及 深度要求 ；同时对 比展示一些失败 的案例 。说 

明设 计 过 程 可 能 遇 到 的典 型 问题 。 

5．教 学课 件 的制 作 要 求 

①教学课件首先应满足技术 性 的要求 。各 种媒 

体设计合理 ，体 积小 ，运行稳定 、快速 ；图像声 音质量 

高 。 · 

②教学课件 应有 良好 的使 用性 。界 面友 好 ，操 

作简单 、灵活 ；栏 目分类 导航合 理醒 目；文档齐 备 。方 

便 升 级 。· 

③教学课 件应有 一定 的艺 术性 。媒 体应 多样 、 

构思巧妙 、有创意 、观赏性强 ；画面构 图均衡 ，主题 突 

出；音乐选择应符 合 整体气 氛 。艺 术 性 强的课 件 本 

身对 学生就是一种熏 陶。这 一点对 建筑教学尤 其重 

要 。 

[参考文献] 

【1) 吴立岗．教学的原理模式和活动【M】．南宁：广西教育 

出版 社 。l998． 

[2] 闫寒冰。许林．网．v_．flt,ze~设计策略[J】．中国电化教 

育。2OO2，(8)：56-61． 

[3] 郑启颖．探讨评图[J】．华南建设学院学报。2OO2，(4)： 

l13．116． 

I责任编辑：欧阳雪梅) 

· 93 ·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