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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专业设计课程评分方法改革 

王浩钰 ，李 洪，严 钧 
(长沙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摘要：在建筑学专业设计课程的教学中，评分是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而传统的评分方式存在着种种弊端，针 

对这些弊端，在居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课程教学中，笔者采用了指标化的评分体系，对设计课程指标化的评 

分体系进行 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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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是教学评价的工具，也是受教育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它不仅是评定学 

生成绩的标尺，还是检查教学效果的手段，对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导向性。科学 

合理的评分制度具有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与增强学生学习自觉性等多种功能。如 

果评分制度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则会对提高教学质量带来种种不利的影响。 
一

、传统设计课程评分方法及其弊端 

建筑学专业设计课程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设计课程多。包括建筑设计基础、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居住区规划与 

住宅设计、毕业设计等课程。在长沙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专业 

的培养计划中，设计课程占到学院承担课程的40％。 

第二，地位重要。这些课程大都是建筑学专业的必修课或专业主干课程，在 

培养计划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第三，贯穿时间长。基本上从入学到毕业每个学期都有设计课程。 

和其他课程的评分方式相比，建筑学专业设计类课程的评分也有其独特的 

特点。它的评分不是通过试卷而是通过最终的设计成果进行评价。而设计课程 

的设计成果没有非此即彼的明确答案。传统评分办法是学生为分数而做作业， 

教师写了评语、打了分数以后，整个教学过程也就基本完成。在评分过程中，学 

生是被动的，教师是主动的，具有类似于审判官的角色。虽然教师评阅试卷时有 

一 定的评定标准和给分原则，可是教师掌握这些标准和原则并运用于不同学生 

的作业时总会存在差异。加上受评价教师个人喜恶和认识水平的影响，甚至存 

在个别教师不严格按标准评定，感情用事，因人给分，随意送分等现象，而学生认 

识水平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往往出现部分学生认为评分不公的情况。 

以上原因，极不利于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同时，不客观、不准确的 

评分方法也会引起学生对评分结果的争议，挫伤学生的积极性。虽然有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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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采取了一些改革，如多个教师打分最后求平均分 

等方法，以减少单个老师喜好的影响，但仍然不能完 

全摆脱以上弊病。 

二、新的评价体系简介 

居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是学校建筑学专业一门 

重要的专业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课程。它 

包括居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两部分，涵盖居住区规 

划、建筑设计、竖向设计、计算机应用等多方面知识。 

为减少传统设计课程评分的弊端，更好发挥评分在 

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在近些年的居住区规 

划和住宅设计课程教学中对评分环节进行了一些新 

的探索，建立了指标化的评分体系。新的评价体系 

力求涵盖设计过程、结果等因素，全面综合考评学生 

对本课程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给学生一个客观、 

公正、公开、公平的评价。 

(一)课题难度 

课题难度指标的设置是为了平衡历年的学生成 

绩，减小不同课题难度对分数的影响，同时也便于教师 

对教学效果进行对比和分析，它占最后总成绩的10％。 

(二 )规划设计质量 

规划设计质量是主要的评分因素，占课程总成 

绩的60％。包含特色与创新、规划设计内容和住宅 

设计内容 3个方面。共有 24个指标，含有 9个重要 

指标和 15个一般指标。这些指标中，特色与创新指 

标侧重于对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考核，其他指标 

都是《居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教学大纲》中要求学生 

必须掌握的内容。我们把本课程的重点难点内容如 

日照间距、消防间距、消防交通组织、居住区出人 

口位置等 9个指标列为重要指标。在作业评分中， 

对每个一般指标设有 A、B、c、D4个等级，根据每个 

指标的等级和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行评分。对重要指 

标设合格和不合格两等。重要指标在评分体系中的 

占地位重要，因为，在实际工程中重要指标如未满足 

这些要求将直接导致规划设计成果的不合格。因 

此，本评分体系规定如果有一个重要指标不合格的 

作业将按降等处理，有 3个或 3个以上重要指标不 

合格的作业按不及格评分，从而较好地保证了学生 

对本课程重点内容的掌握。 

(三)制图规 范 

制图规范是对学生最后成果制图方面的评价， 

包括表达是否准确，线型是否正确，图面效果美观程 

度和图纸深度是否满足相关规范和任务书要求等方 

面。该指标占最后总成绩的 10％。 

(四)平时表现 

对教学而言，不只是强调最后的结果，还要注重 

学习的过程，对设计课程更应该如此。特别是随着 

近几年互联网的普及，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有少 

部分学生大量下载网络资源作为自己设计成果的一 

部分，为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应更加注重对设计过 

程的考核。因此在指标体系中特设平时表现这一项 

目，主要包括设计过程草图的质量、草图讲解过程中 

的口头表达、课堂出勤等方面。它是对学生学习过 

程的一个评价，对学生具有很强的引导、激励和控制 

作用。该指标占最终成绩的20％。 

表 1 居住区规划和住宅设计课程的评分项目 

在评分过程中，我们利用了“EXCEL”电子表格 

作为评分的辅助手段，只要输入每一项的等级，即可 

自动生成本课程的分数，从而减少了评分的工作量， 

大大增强了评分方法的可操作性。 

三、新的评价体系的实践及其效果 

(一)较好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指标化的评分方式，增强了学生的主动性。学 

生在完成设计的过程中自觉、主动询问指导教师各 

个指标是否满足要求，如何才能进一步优化设计。 

从实践效果来看，新的评分体系的实施，使近年作业 

的总体质量明显高于以前。 

(二)为学生的完成课程设计提供了明确的导向 

我们在课程前期理论教学中就对课程设计的评 

分体系进行了讲解，使学生明白该课程的重点和作 

业的评分要点，避免了以前学生不重视作业的实质 

内容而只重视作业的装饰等视觉效果的不良倾向， 

促进了设计成果质量的提高。 

四、结语 

居住区规划与住宅设计指标化的评分体系，使 

学生在课程伊始就能对课程的教学目标有一个清醒 

的认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进了学 

生创造性思维的开发和素质的培养。同时也使评分 

过程变得客观、公正、公开、公平，减少了传统评分过 

程 中人为因素的影响，避免了师生之间因为分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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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特色与创新 0．1 

住宅设计 的相 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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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立面设计 

住 宅剖面设计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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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带“ ”的为重要指标 

产生的不必要的误会，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教学质量，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提出的指标化的评分体系 

还仅仅是对评分方法改革的尝试 ，评分指标还需进 
一 步优化，使指标能够更加全面、科学及合理，能够 

更加客观眈反映设计成果的真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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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cussion on the Reform of Score M easure of 

Course Design in Architectur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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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eaching of architectural course，grading is an important tache，but traditional score measure 

have a lot of shortage．Aiming at these shortage， We adopt a new score measure．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new 

score m 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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