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六步四结合”的建筑计算机
制图课程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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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的《建筑计算机制图》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已不能满足企业对高职建筑专业学生制图能力的需求，改革

迫在眉睫。作者按照“六步四结合”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建 筑 计 算 机 制 图》课 程 实 践 教 学，积 累 了 宝 贵 的 教 学 改 革 经 验。通 过 实

践证明按“六步四结合”实施的《建筑计算机制图》课程，学生学习积极主动，基础知识掌握扎实，实践操作能力大幅提升，教学质

量显著提升。学生对“六步四结合”的教学模式的认同度很高，但是也出现了课堂节奏容易出现混乱、教学节奏过快部分学生难

以适应等一系列问题。通过课程改革实践有助于解决高职学生学力差异过大这一现实问题，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同时新的教

学模式也对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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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改革背景与现状
（一）课程改革背景
“六步四结合”课 程 教 学 模 式 是 三 门 峡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标

志性教学改革成果。“六 步”是 组 织 和 实 施 课 程 教 学 的 六 个
要素即课程定位、课 程 目 标、内 容 模 块、训 练 平 台、教 学 过 程
和考核评价，六 步 体 现 了 以 课 程 目 标 为 基 础，课 程 内 容（项
目）为核心，课 程 实 施 为 关 键 的 课 程 设 计 逻 辑 序 列，密 切 相
连、步步相扣，不可 逆 转。“四 结 合”即 课 程 设 置 与 岗 位 职 业
能力结合，体现了课程 属 性 与 职 业 活 动 属 性 的 一 致 性；教 学
过程与职业工作过程结合，体现了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的一
致性；教学内容与职业 工 作 任 务 结 合，体 现 了 课 程 内 容 与 职
业能力的一致性；考核 评 价 与 职 业 能 力 养 成 结 合，体 现 了 教
学过程与评价的一致性。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 院 教 学 改 革 三 年“三 步 走”教 学 改 革
发展规划，学院开展了“说 专 业”、“说 课 程”和“说 项 目”等 一
系列教学改革活动。为了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建立和完善
真正符合职业能力的 课 程 体 系，提 高 教 学 质 量，学 院 积 极 推
行能力型课程教学模式及评价标准等方面的教学改革，积极
实践“六步四结合”课程教学模式。

（二）课程现状分析
目前的《建筑计算 机 制 图》课 程 的 核 心 是 计 算 机 制 图 软

件在建筑工程制图中的应用，主要教授计算机制图软件的使
用技巧（基本 绘 图 命 令 的 学 习）和 建 筑 施 工 图 的 绘 制 方 法。
教学实践反映出，学生 在 完 成 课 程 学 习 以 后，仍 然 存 在 较 大
的不足，例如制图速度不够快、准确性不够高。另外，传统的
教学中更加重视软件的使用技巧，而对建筑制图标准和国家
规范研究不够，学 生 的 成 果 存 在 深 度 和 规 范 程 度 不 够 的 问
题，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对于建筑工程制图员绘图能力的基本
要求。在《建筑计算机 制 图》课 程 中 使 用 的 案 例 一 般 是 由 任
课教师绘制，教学项目案例的深度和规范程度都与真实工程
项目差距巨大。缺乏 真 实 的、完 整 的 工 程 项 目 案 例，就 无 法
再现工程项目真实情 况，学 生 学 习 的 整 体 性、系 统 性 也 无 法
保证，教学效果不理想。

传统的《建筑计算 机 制 图》课 程 主 要 采 用 知 识 讲 授 与 上
机操作相结合的模式，这 种 模 式 的 核 心 还 是 知 识 的 传 授，虽
然教师在教学中也加 入 了 大 量 案 例，但 仍 然 是 非 常 枯 燥 的。
学生面对陌生的绘图 命 令、复 杂 的 参 数 设 置 往 往 无 所 适 从，
不知从何下手。课程 中 教 师 演 示 操 作 的 时 间 也 是 十 分 有 限
的，一般也只能演示最 基 本 的 绘 图 命 令 操 作，这 就 使 教 学 效
果大打折扣。从学习知识到上机操作过程是割裂的，大部分
学生实践操作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大困难，教师也很难一一指

导，部分学力不足的学 生 就 此 放 弃 了 学 习，这 就 进 一 步 影 响
了整体的教学效果。教 学 效 果 的 不 理 想 往 往 促 使 教 师 降 低
课程标准，如此恶性循环教学质量始终不能达到要求。
二、课程整体设计

（一）课程设计依据
《建筑计算机制图》课 程 设 计 以 建 筑 制 图 员 职 业 能 力 为

核心，以实际工程项目 为 载 体，以 制 图 员 工 作 过 程 为 课 程 的
主要内容，按照 职 业 能 力 培 养 目 标 进 行 课 程 的 整 体 教 学 设
计、单元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设计。课程的设置与建筑制图
员职业能力是一致的，教学过程与建筑制图员典型工作过程
是一致的，教学内容 与 建 筑 制 图 员 典 型 工 作 任 务 是 一 致 的，
考核评价机制与建筑制图员职业能力要求是一致的。

（二）课程定位
《建筑计算机制图》课 程 是 建 筑 类 专 业 的 一 门 重 要 的 基

础能力课程，课程是在 建 筑 识 图 与 手 工 制 图 的 基 础 上，培 养
学生使用ＣＡＤ软件绘 制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图 的 能 力。《建 筑 计
算机制图》课程的前导 课 程 是《建 筑 识 图 与 制 图》和《建 筑 构
造》，通过建筑计算机制图的学习，为今后的核心课程学习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目标设计
课程 总 体 目 标：掌 握 建 筑 工 程 制 图 的 基 本 原 理、方 法 及

步骤；掌握建筑辅助设计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能够准确、熟
练绘制建筑总平面 图、平 面 图、立 面 图、剖 面 图 和 详 图；掌 握
建筑工程制图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

课程职业能力目标：能按照建筑制图规范绘制建筑施工
图；能进行建筑施工图的修改。

课程 基 础 能 力 目 标：具 备 基 本 绘 图 命 令 的 使 用 能 力；掌
握对象的编辑和修改 命 令；掌 握 建 筑 制 图 的 标 准 和 规 范；掌
握建筑工程图的绘制内容、步骤和技巧。

课程社会能力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沟通和语言表达能
力；培养学生的规范意识和标准意识；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
工作作风和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

（四）课程内容设计

１．课程内容选取的原则
《建筑计算机制图》课程依据建筑制图员（或建筑施工员

的制图技能）的典型的工作要求———绘制建筑施工图来确定
核心教学内容。课程 内 容 设 计 与 建 筑 制 图 员 的 主 要 工 作 过
程是一 致 的，即 建 筑 平 面 图———建 筑 立 面 图———建 筑 剖 面
图———详图这一过 程。另 外，教 学 内 容 的 选 取 还 要 坚 持“必
需、够用”的原则，要 符 合 高 职 学 生 的 现 实 情 况 和 认 知 规 律。
该课程的前 导 课 程 有《计 算 机 基 础》、《建 筑 识 图 与 制 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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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构造》，因此课程内容不需要涉及计算机使用和建筑制
图的基础知识，课程内容的重心直接定位于建筑施工图绘制
本身。
２．课程内容架构

课程依据建筑施工图的内容和建筑计算机制图的流程，
结合高职学生的学习特 点 和 认 知 规 律，以 及《建 筑 计 算 机 制
图》课程在课程体系中 的 位 置，按 照“入 门，专 项、综 合”三 个
进阶的原则，将课程分为３个模块、８个项目、２８个任务。

表１　课程内容架构

模块 能力训练项目 任务

入门项目
建筑施工
图基本元

素绘制
项目一：建筑施工图建筑基本元素的绘制

任务１：剖切门、窗的绘制

任务２：指北针、立面门窗、洗手面盆的绘制

任务３：建筑施工图纸中标签的制作

任务４：楼梯剖面图、校园平面布局图绘制

任务５：绘制浴盆、坐便器平面图

专项项目
建筑施工图

分项绘制

项目二：建筑平面图的绘制

项目三：建筑立面图的绘制

项目四：建筑剖面图的绘制

项目五：建筑详图的绘制

项目六：建筑总平面图的绘制

任务１：图幅、图框、图标绘制

任务２：标题栏、定位轴线绘制

任务３：轴圈符号、轴线编号、双墙线绘制

任务４：门窗绘制

任务５：散水及其他细部绘制

任务６：标注尺寸绘制

任务１：绘图环境设置

任务２：辅助定位轴线和外轮廓线绘制

任务３：窗、门、坡道和雨篷绘制

任务４：墙面装饰和文本绘制

任务５：尺寸标注和标高标注

任务１：地坪线、轴线、楼面线绘制

任务２：门窗、楼梯平台、女儿墙、檐口绘制

任务３：轮廓线、断面、楼梯、台阶等构件绘制

任务４：尺寸标注与相关注释文字

任务１：墙身节点详图绘制

任务２：楼梯详图绘制

任务１：地形图绘制

任务２：建筑物绘制

任务３：标识绘制

任务４：绿化规划、管道布置

综合项目
建筑施工
图的绘制

项目七：办公楼建筑施工图的绘制 任务１：建筑工程学院办公楼施工图的绘制

项目八：高层住宅楼建筑施工图的绘制 任务１：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公寓楼施工图的绘制

　　（五）课程实施
在《建筑计算机制 图》课 程 教 学 实 施 过 程 中 坚 持 以 项 目

为载体，以学生为主体，实施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以建筑
平面图绘制这一项目实施为例介绍课程实施过程。

表２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表

序号 教学步骤名称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课内课外

１
课 前 预 习 建 筑
制图标准

备课 复习施工图的表达内容。 课外

２
引入（项 目 施 工
图的描述）

某办 公 楼 建 筑 平 面 图 的
描述。

讲 解 项 目 的 要 求、注
意点。

学生听课，记录，理解。 ２０ 多媒体教室

３
讲解（建 筑 平 面
图 基 础 知 识 讲
解）

建筑平面图的基本知识 讲解建筑平面图的组成 学生听课，记录，理解。 ３０ 多媒体教室

４
演示（建 筑 平 面
图绘制）

建筑平面图 轴 线、墙 线 等
具体画法。

使用 软 件 给 学 生 绘 图 演
示

学生听课，记录，理解。 ５０ 多媒体教室

５
操练（学 生 绘 制
建筑平面图）

建筑平面图 中 轴 线、墙 线
等绘制。

教师巡回指导。 学生独立操作绘图。 ５０ 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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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点评（教 师 点 评
学生作品）

收集 学 生 所 做 平 面 图 的
作品进行评价。

教师打分评议。
学 生 对 照 作 品，听 教 师
评讲。 ３０ 机房

７
反馈（教 师 纠 正
讲解重难点）

对作品成果 进 行 评 议，对
集中存在问题进行讲解。

教师点评、演示、讲解。
学生 针 对 问 题 进 行 修 改
学习（可相互交流）。 １５ 机房

８ 布置作业
一套 建 筑 平 面 图 的 绘 制
的要求。

讲解注意点 和 不 同 点，要
求交到教师信箱。

学生记录作业。 ５ 机房

９
教 师 评 讲 所 留
作业

学生建筑平 面 图 轴 线、墙
线的绘制问题。

教师讲解注意点。 学生记录。 ２０ 多媒体教室

１０
建 筑 平 面 图 中
门窗、楼 梯 基 础
知识讲解

建筑平面图 中 门 窗、楼 梯
的基本知识、图 示 内 容 以
及绘图方法。

讲解门窗、楼 梯 的 等 具 体
要求。

学生听课，记录，理解。 ３０ 多媒体教室

１１
门窗、楼 梯 的 绘
制演示

门窗、楼梯等具体画法。
使 用 软 件 给 学 生 绘 图
演示。

学生听课，记录，理解。 ５０ 多媒体教室

１２
学 生 绘 制 建 筑
建 筑 平 面 图 中
门窗、楼梯

建筑平面图 中 门 窗、楼 梯
的绘制。

教师巡回指导。 学生独立操作绘图。 ３０ 机房

１３
教 师 点 评 学 生
作品

收集 学 生 所 做 平 面 图 的
作品进行评价。

教师打分评议。
学 生 对 照 作 品，听 教 师
评讲。 １０ 机房

１４
教 师 反 馈 纠 正
讲解重难点

对作品成果 进 行 评 议，对
集中存在问题进行讲解。

教师点评、讲解。
学生 针 对 问 题 进 行 修 改
学习

１０ 机房

１５
散 水、台 阶、标
注 基 础 知 识
讲解

散 水、台 阶、标 注 图 的 基
本知识及绘图方法。

讲解建筑平 面 图 散 水、台
阶、标注等具体要求。

学生听课，记录，理解。 ５０ 机房

１６
教 师 点 评 单 元
学 习 中 存 在 的
问题

对学 生 所 做 平 面 图 的 作
品进行评价，对 突 出 问 题
进行讲解。

使用 软 件 给 学 生 绘 图 演
示（与学生互动）。

学 生 对 照 作 品，听 教 师
评讲。 ５０ 多媒体教室

１７
师 生 共 同 绘 制
房屋平面图。

绘制完整的建筑平面图。
使用 软 件 绘 图（教 师 做、
学生说）。

学生叙述绘图步骤。 ４０ 多媒体教室

１８ 布置单元作业
一套 建 筑 平 面 图 的 绘 制
的要求。

讲解注意点 和 不 同 点，要
求交到教师信箱。

学生记录作业。 １０ 多媒体教室

　　（六）考核评价设计

１．考核的组成
课程评价原则遵循一般的形成性评价的要求，侧重于对

职业能力训练项目完成情况的评估，强调对学生学习过程主
观表现的评价。课 程 考 核 的 结 果 由 三 部 分 组 成：常 规 结 果、
项目评价结果和最终测试结果。
２．考核标准与要求
课程过程考核以项目为单元进行，分别设计考核评价表

（考核要点各不相同），同 时 引 入 学 生 自 我 评 价 机 制，引 导 学
生认清自身不足，及时调整学习重心，改进不足。
三、教学效果评价与分析

（一）学生的计算机制图能力显著提升
在“六步四结合”的《建筑计算机制图》课程中，课前的自

主学习，将基础知识内化，课上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实践操作，
通过真实项目的强化训练，切实提高制图能力。通过调查分
析，大多数学生表示对 课 程 有 很 大 的 兴 趣，可 以 积 极 主 动 学
习，计算机制图能力显著提升。

（二）学生对“六步四结合”的教学模式认同度高
在“六步四结合”的《建 筑 计 算 机 制 图》课 堂 中 课 堂 气 氛

活 跃，教 师 学 生 交 流 频 繁，学 生 都 能 较 好 地 融 入 课 堂 教 学。
大多数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 被 调 动 起 来，很 快 适 应 了“六 步 四
结合”的课堂教学模式，能够积极主动完成课程教学内容，并
且部分学有余力的学 生 在 个 别 指 导 下 达 到 了 远 超 课 程 目 标
的程度。

（三）课堂节奏需进一步掌握
在“六步四结合”的《建筑计算机制图》课堂中，知识讲授

减少了，实践操作增多了，老师的普遍讲解减少了，个别辅导
增多了，课堂气氛非常 活 跃，充 分 调 动 起 了 学 生 学 习 的 积 极
性和主动性。教师要时时关注学生的差异化需求，特别是重

点关注学力不足的学 生，控 制 好 课 堂 节 奏，关 注 到 各 种 不 同
类型学生的差异化需求。
四、结语

“六步四结合”的《建 筑 计 算 机 制 图》课 程 设 计 模 式 体 现
了“以课程目标为基 础，课 程 内 容 为 核 心，课 程 实 施 为 关 键”
的课程设计逻辑，实现了课程设置与职业岗位职业能力培养
的一致性；教学过程与 工 作 过 程 过 程 的 一 致 性；教 学 内 容 与
职业工作任务一致性；教 学 过 程 与 评 价 考 核 的 一 致 性，是 以
能力为本位的培养模式。实践证明，按照“六步四结合”课程
模式实施的《建筑计算 机 制 图》课 程 正 逐 步 转 向 由 知 识 传 授
到能力培养，课程逐渐由教师讲解知识为主向积极引导学生
学习、创造学习的环境条件转变，逐步建立起了较为科学、完
善的课程教学和评价 标 准，激 发 了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教 师 的
教育教学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课程的教学质量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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