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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建筑史教学改革探析

李 雯， 姚安海， 侯笑云
（浙江理工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8）

摘要：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时代的不断变迁，新的建筑技术和形式不断出现，外国建筑

史的教学方法也应随之不断革新，以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当前，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社会已进入后

喻时代，知识获取的方式日益便捷，教师的角色不仅限于知识的传递者，更是课堂的引导者和组织者，构

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模式尤为重要。教学理念和方法应与时俱进，以适应社会的新趋势。信息时

代，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可以充分发挥两种教学方法的优势。通过课后的延伸复习，使学

生能够在课堂上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并将所学应用于实际，从而实现外国建筑史课程教学深层次的教

学目的，达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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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建筑史是建筑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主要系统讲述外国建筑的发展历史，从古埃及的原

始社会到现代主义之后的各种思潮。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全面了解各个时期建筑的发展

历程，掌握不同国家、民族的建筑风格与形式。通过对经典建筑案例的分析，学生可以辩证地学习

先进的经验和设计手法，从而丰富人文知识，并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建筑价值观。因此，该课程对

学生的历史理论知识掌握、文化素养提升，以及设计能力积累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外国建筑史教

学方式主要以教师单向输入为主，考核成绩依据期末卷面成绩、到课率及课后作业进行评价。然

而，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已不太适应现今的教学趋势。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外国建筑史的教学理

念和教学方式已经发生了许多革新。如：多学科综合下的教学方法、历史与设计结合的体验式教学

研究、嵌入翻转理念的网络教学，以及融合中西方教学理念的双语教学等。这些新的方法都从不同

角度对外国建筑史的教学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改革。本文重点从“以学生为主体”和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两个方面进行研讨。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后喻时代，教师的角色不再是单向的知识传授，而是转变为课堂的组织者和

引导者。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自主思考

和学习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通过在课前、课中和课后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各个阶段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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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主动掌握知识。信息快速迭代的时代，如何有效结合线上线下教学方式，发挥各自的教学优

势，从而达成更好的教学效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新趋势，如何适应新时代的教学

需求，如何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如何采用最新的教学方法，以及如何做到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均是本课程教学亟须提升和改革的重点。

一、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一） 课前自主预习

改变教师在课堂上传输全部教学内容的传统。教师在课前上传教学课件及相关视频，学生在

课前自主预习，观看课件和视频，完成教师布置的预习任务。在课堂上，教师通过重点提示、解答问

题和讨论交流等方式组织引导教学。在布置预习作业时，教师可根据不同教学内容选择性地布置

重点任务。为增加课堂交流和讨论的机会，教师将学生分组安排预习任务，每组侧重不同的学习内

容。例如：在讲古希腊时期建筑时，首先要对建筑所处社会背景、人文文化、政治制度，建造技术等

有所了解，而不仅仅是关注建筑本身。因此，在课前将学生分为三组：一组收集古希腊的社会环境、

人文文化、政治制度等资料；一组收集古希腊的建筑材料、建筑技术、建筑类型等资料；一组总结古

希腊建筑对后来欧洲两千多年建筑历史的影响和贡献［1］。这些因素彼此影响，不可分离。再如，在

讲述四位现代建筑大师时，课前也可将学生分成 3~5人的小组，每组负责查阅并列举一位大师的建

筑风格及其生平事迹。所列举的人物不限于教材中的建筑大师，由于每个学生性格和关注点不同，

因此列举的人物和作品也将更加全面。让学生自主选择代表人物去了解和学习，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学习激情，培养收集资料和制作PPT的能力，并在作品分析中形成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二） 课堂互动引导

课前，教师要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课堂上，教师不再是唯一的讲述者，而是以引导者和

组织者的身份去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安排学生分组上台介绍自己的PPT，每位学生的讲述控制在 5~
10分钟。不同的演讲者、不同的讲述风格也将更加吸引学生的注意力［2］。根据前期分组的不同，学

生可以互相讨论并分享心得，在讨论中积极学习，主动思考。课程教与学主体及教学内容如表 1
所示。

教师在讲述过程中应及时提出问题以引导学生思考，并根据不同教学内容提出相关重点问题

展开讨论。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融入中国建筑历史的相关知识，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

髓渗透至外国建筑史的教学之中，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对比分析中外建筑发展的不同历程及其成

因，从而加深对中国建筑文化的理解。例如，在探讨西方五世纪至十世纪的哥特式教堂时，可以进

行横向比较，分析同一时期中国的建筑类型。当时正值中国隋唐时期，可以提及至今保存最为完好

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大殿。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学生对比和探讨中西方在社会背

表1　教与学主体及教学内容

教与学主体

教师与课程内容

学生与课程内容

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

课程内容

学习内容

规划课程、制作教学课件、设计线上课程、录制教学视频

课前自学、观看视频、课堂讨论、课后作业

课上讨论、在线交流、课后指导、根据数据反馈调整

课上汇报讨论、线上讨论、组队完成作业、合作参加竞赛

各类教学平台、优秀教学资源、网络视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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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建筑理论、建筑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与共性，并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营造学习氛围。又如，在讲述

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园林时，可以引入中国园林的内容进行比较。通过对比东西方园林在平面布局、

空间形式、思想基础、造园手法等方面的差异，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并讨论中外造园文化的异同及其

原因［3］，从而有助于学生理解东西方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如何影响建筑文化和造园形式的不同表

现，并更深刻地体会中国园林文化的深远意境。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将讨论扩展至浙江本地的建筑

文化。例如，在讲述西方哥特式教堂时，可例举保留至今的位于浙江杭州的西方宗教教堂——思澄

堂。杭州思澄堂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特色，经过不断修建保留至今。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

带领学生实地参观考察，切身感受西方基督教堂文化特色。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建筑形式的中西横

向对比，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并了解浙江本土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

课堂提问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理论知识和建筑设计结合，将学习到的历史知识运用到

实际建筑设计中。例如：2019年 4月，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木质屋顶及尖塔被严重损毁，内部空间

及藏品也遭到较大破坏。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对中国传统木结

构建筑实施防火保护和维护工作，在现有的条件和环境下，确保中国丰富的传统历史建筑得到妥善

保护。保护传统历史建筑是一项长期而持续的工作，需要不断坚持和努力，通过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这些问题，为其未来的设计工作提供更为扎实的专业基础［3］。在讲解现代主义之后的绿色建筑时，

可扩展至当今社会环境下的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碳等重点研究领域，引导学生从外国的经典案例

中吸收经验与方法，探索如何在中国的生态环境下解决相关建筑设计问题，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的

节能建筑、生态建筑、可持续建筑，以及装配式建筑等［4］。

（三） 课后复习拓展

课后拓展复习内容不仅限于简单的课后问题布置，应结合上课内容适当延展出能让学生自主

讨论的话题。例如，讲述完哥特式教堂后，要求学生列举家乡现有的教堂，并简述建造历史和建筑

风格。由于学生对自己家乡所在地更感兴趣、更有亲切感，在例举案例时更加用心，不同学生列举

的例子风格各异，这将远远超过教师单纯讲述的效果，使讨论更加丰富精彩。

外国建筑史作为一门理论课，其教学挑战在于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将理论转

化为实践技能，实现知行合一，从而更好地达成教学目的［5］。作为建筑学专业的学生，手绘制图能力

和模型制作能力是最基本的技能和素养之一。因此可适当布置课后绘图作业，选择著名外国经典

建筑，如巴黎圣母院，让学生画出建筑西立面，通过手绘过程掌握建筑的比例造型和细节。也可选

择卢浮宫，卢浮宫东西立面因为建造时间前后差异，形成两种不同立面风格。将学生分成两组，一

组画西立面，一组画东立面，完成后一起对比欣赏，这样既强化了学生的手绘制图能力，又加深了学

生对建筑造型和立面细节的掌握。此外，还可以布置制作手工建筑模型，同样选择经典建筑案例，

让学生分成 5~8 人一组，合作完成建筑模型制作。有的组队制作卢浮宫，有的组队制作凡尔赛宫

等。最后集中所有作品，进行观摩和讨论［6］。这不仅充分锻炼了学生的模型制作能力，而且还加深

了他们对建筑整体形态的理解。

二、教学方式的改变

当前的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涵盖了多种项目和类型，可以将实际竞赛项目融入课程教学，鼓励

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各类相关建筑设计竞赛，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设计中。例如，鼓励学生

参与各类绿色建筑设计竞赛和乡村保护振兴竞赛等，通过实践竞赛将理论知识付诸实践，为将来从

事设计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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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将线上和线下两种不同教学方式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两者的独特教

学优势，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有机结合，既发挥教师的引导性，又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根据课程教学情况，教师安排好教学准备流程，充分利用各种网络平

台及教学资源，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教学方式。在进行线上教学时，根据不同的教学阶段采取相

应的教学手段。通过课前预习解决难点，课中直播细致讲解，课后录播深入分析，从而在每个环节

不断优化教学方法［8］。

（一） 准备流程

（1）梳理知识点：打破章节界限，将相关的内容点进行整合，然后根据前序后续课程的关系，明

确学生要掌握的知识点。

（2）确定网络学时：确定以教师讲授为主的知识点和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知识点，并根据以

学生自习为主的知识点的难易程度来设置网络学时。

（3）制定教学目标：确立关键知识点的教学目标，清晰界定内容类型及认知过程的标准。

（4）确定测评方式：根据知识类别和认知过程要求，确定能够检验学生是否达到教学目标的多

元测评方式。

（5）编排教学活动：根据教学目标和测评方式，选择适宜的教学媒介，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重

点突出基于网络线上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的有机融合，并设计课堂教学活动的流程。

（6）形成完整教学方案：以教学设计方案为基础，形成以知识点为基本单元的详细教学方案。

（二） 课前准备

目前，各种教学平台上汇聚了大量优秀的教学资料视频。例如，在超星尔雅平台上，南京大学

陈仲丹老师的世界建筑史课程内容精彩纷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挑选重点章

节供学生自主学习，并在课前布置相关内容供学生预习。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讨论和分享

学习心得。此外，教师也可以将教学课件上传，选择重点章节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并布置相应

的作业。学生预习答题完后，针对作业中存在的问题，教师在课堂上进行针对性讲解和答疑。

（三） 课堂教学

线上直播可利用腾讯会议或者钉钉会议等平台，便于课件展示、讲解，以及课堂点名、提问。由

于线上教学直播难以及时获取学生的学习效果，教师需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灵活多样的提问策略。

例如：通过随堂提问、随机签到等手段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启用弹幕发言功能，及时发布问题至大屏

幕，增加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活跃学习氛围。

（四） 课后提升

课后，教师可在超星学习通布置作业或者讨论题目，学生也可查看讨论区所有的回答。课堂

上，学生集中展示他们的讨论成果。教师可以将直播课程录制下来，供学生课后点播、回放，以满足

不同学生在不同时间的学习需求。至于其他交流软件，如 QQ群，它支持课后及时讨论、反馈和交

流。优质的教学资源也可以上传至QQ群，实现资源共享。

（五） 数据整理

学习通在教师端有完整的学习日志，可显示每一节课的考勤、课件、学生答题等数据信息，教师

可随时查看并进行教学反思。学习通的批量数据导出功能可将每次课堂数据以表格形式列出每位

学生的学习数据，包含习题分数、互动次数、课件查看次数等，可作为期末成绩考核的参考［9］。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比以往单一的线下教学有着鲜明的优势，它拥有学习资源丰富、随时随

地、个性化学习、自主学习、数据诊断分析、个性化资源推送等独特功能。线上教学不局限于固定的

班级、班额；不受每节课 40 分钟的限制；可以采用不同的学习进度；让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可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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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相应的学习内容与资源，通过点播、回放等功能实现反复学习、巩固，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需求。线上教学的不足之处在于无法及时获取学生的学习效果，且无法调动学生的动手能力。为

此，针对线上教学的不足，需要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基于线上教学的学习成果在线下开展更深入的

教学活动，把线下教学作为线上教学的拓展和延伸。例如，课后让学生选择重要代表建筑完成绘图

作业，选择重要人物或建筑制作 PPT等，然后在课堂上介绍并交流讨论。再如，可鼓励并引导学生

在课余时间参与各类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的资源进行指导。充分利用网络资

源，发挥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优势。利用线上不同平台的资源，根据现有条件不断改进教学理念，

提高线上教学质量已成为必然趋势。这需要教师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强调教师的

引导作用，同时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10］。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功能表如图1所示。

三、过程化、多元化考核方式

目前，大多数课程采用平时出勤、课堂作业和期末闭卷考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其中，期末考试

所占比重较大。这种模式导致学生只重视期末考前突击，依赖于死记硬背知识点以通过考试。这

种做法的弊端在于，考核内容单一，仅针对教材知识，忽视了过程性评价，无法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和积极性，也无法真实反映学生日常学习的真实状况和掌握程度。因此，实施过程化、多元化考

核尤为重要。通过对平时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并对学

生进行综合能力考核。这样的方式旨在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以及表达

能力等。

考核方式的过程化强调对教学课程的开展过程和最终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具体指日常评价、过

程评价和期末考试的有机结合，旨在强化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重视对学习过程和能力的考核。

例如：除了常规的出勤点名、课堂作业等，在综合评价时还应结合学生平时的表现，如参与课堂讨论

的次数、PPT制作和成果展示的效果、绘图能力、模型制作能力等。此外，结合线上教学模式，通过

在线平台数据分析得到每位学生具体的课件学习次数、参与讨论的次数、观看视频的时间等信息，

这些都可作为过程性考核的依据和数据支撑。考核方式的多元化强调从多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

进行评价。比如，在日常教学中，小组阶段性学习汇报，教师给出评价标准，可采用小组之间互评、

小组内部成员互评、学生自评等方式进行。在最终期末考试评价中，除了过程评价、期末试卷成绩

之外，学生参与竞赛类活动等都可作为考核参考依据，既提高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竞赛活动的积极

图1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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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又促进教师改革教学方法，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过程化、多元化的课程考核模式，是课程教学改

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外国建筑史考核方式及权重如表2所示。

四、课程改革成果

浙江理工大学的外国建筑史课程，荣获 2021年优质课程建设项目及 2022年思政教育课程建设

项目殊荣。2021年，作者指导学生参与“裕农通杯”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设计大赛，荣获省级铜

奖；同年，学生在浙江省村镇建设与发展研究会举办的莫干山民宿微改造大赛中荣获省级二等奖。

在2022年的教学改革中，通过实施过程化、多元化的考核方式，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显著提升，学生主

动回答问题的次数增多，课堂讨论时长每次不少于15分钟。线上学习参与度高涨，每次布置的话题

均有不少于 80%的学生参与讨论。向两届在校学生发放的 186份调查问卷中，有 72%的学生表示

通过外国建筑史的学习能够将历史建筑设计理念应用于实践；78%的学生认为该课程有助于理解

建筑的演进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后，许多学生主动与教师沟通，分享自己对课程教学的看法和建

议。此外，越来越多的学生积极参与竞赛类活动，自 2022年以来，已有 3组共 15名学生主动报名参

加各类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类活动。未来，也将根据学生的反馈意见，不断调整和完善教学方法，

以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

五、结语

随着新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技术的大量涌现，外国建筑史教学要顺应社会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

更新教学内容和方法，给学生更好的学习体验。后喻时代里把“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贯穿整

个教学过程，教师作为引导者和组织者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思考，增加课堂交流讨论内容，体现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随着新趋势的出现，教学方式也应与时俱进，采用最新的教学方

法去适应新趋势，将线上线下教学方式有机结合，彼此互补延伸，充分发挥两种教学模式的教学优

势。鼓励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将历史知识与实践能力结合起来，学以致用，践行工匠精神。通过过

程化、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考核。通过多方位、多手段的教学方法实现

外国建筑史更深层次的教学目标，达到高质量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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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foreign architectural history
LI Wen， YAO Anhai， HOU Xiaoyu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8,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the 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architectural technologies and forms,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foreign architectural history should also be 
continuously reformed and update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better learning experience. At pres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post-figurative era, and the way to acquire 
knowledge has become faster and faster. The teacher’s role is not only a transmitter of knowledge, but also a 
guide and organizer in the classroom. How to build a student-centered classroom is more worthy of discussion. 
At the same time, teaching ideas and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to adapt to the new 
trend of society. Information age,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ethods are adopt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two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Through the extended review after class, students can obtain 
solid basic ability from the classroom,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so as to achieve the deep-seated teaching 
purpose of foreign architectural history.

Key words: foreign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e post-figurative era; student oriented; mix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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