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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architecture,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status of the 
course of architectural physics, and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find-
ing the right position, and docking the backbone” to build a three-level curriculum system with the 
aim of ability. Reforms and practic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knowledge framework system 
and knowledge points, capacity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nd projects, and assessments, reflect-
ing the integration and penetration of the Course of Architectural Physics and the series of archi-
tectural desig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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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建筑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分析，理清了建筑物理课程的地位，秉持“统观全局，找准位置，对

接主干”的原则，构建出以能力为目标的三级课程体系，在知识框架体系与知识点、能力培养途径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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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以及考核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实践，体现了《建筑物理》课程与建筑设计系列课程的融合与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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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技术科学的重要性 

建筑学是一门多学科的交叉学科，宏观概括为艺术与技术的综合[1]。建筑技术是构成建筑的三大基

本要素之一，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为实现建筑功能和建筑形象，离不开建筑技术条件的支撑，建筑设计

人员必须具备建筑技术知识和应用能力，可见建筑技术之重要。 
我国建筑学本科教育教学，比较重视空间组织与美学形式的训练，相对轻视建筑技术的培养。导致

建筑设计和建筑技术缺少有机融合。从国内外校际专业课程交流、同行工程竞标和学科专业竞赛设计作

品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建筑师在建筑技术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较国外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在满足高技术建

筑工程的实际需要上缺少持续后劲，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建筑师工程设计竞标业务中缺乏竞争力，暴露出

我国建筑技术科学教育不足的问题。 

2. 《建筑物理》是建筑技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物理》作为建筑技术类课程的必修课，在建筑学专业教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随着建筑功能

的多样化和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设计人员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关系日益明显。当代建筑师只有具备坚实

的基础理论和较丰富的知识，才能将建筑设计创作的人文艺术构思与反映时代要求的工程技术较好地加

以结合。在建筑学专业设置《建筑物理》课程，正是为了满足培养建筑师对物理环境的把控和综合设计

能力的要求[2]。 
在建筑学专业课程体系中(见图 1)，建筑技术课程群和人文艺术课程群是建筑学核心主干课程群的左

膀右臂。而《建筑物理》课程是建筑技术课程群中必修课之一，是从生理、心理的角度，分析人们对房

屋建筑内、外环境的物质和精神要求，并综合运用工程技术手段，在规划和建筑设计中，为人们创造适

宜的物理环境的学科[2]，是建筑学专业学生职业生涯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程，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内外高校

的重视，其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断得到关注。 

3. 《建筑物理》课程与建筑设计的关系 

建筑设计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随着绿色节能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对建筑环境的质量要求不

断提升，国家和各省有关部门明确规定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增加建筑节能评估环节，通过节能评估伴随设

计过程加以修正和优化，将绿色节能理念和技术融入到建筑设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节能得以到落实，

建筑设计领域对建筑物理知识和能力的需求日趋明显。 
如果将建筑设计工作进程分为方案设计前期、方案设计中期和方案设计后期三个阶段的话，那么《建

筑物理》课程教学的知识和能力将在这三个阶段都有介入，并发挥作用。 
在方案设计前期，根据选址、规划布局、基本形状、高度、绿化、道路等情况，让学生提出初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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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urriculum setup system of architecture specialty 
图 1. 建筑学专业课程体系 

 

计方案，借助概念草模制作表达设计意图，同时利用生态建筑大师模拟分析软件等进行物理环境分析。 
在方案设计中期，依托绿色节能建筑实验室，进行建筑声、光、热等方面的验证性实验，对学生的

初步设计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包括建筑物的采光、照明、热工分析、噪音、通风等，然后根据分析结果

修改方案。 
在方案设计后期，进一步核算建筑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标情况、门窗通风采光情况等，借助模拟分

析软件对建筑物的能耗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分析方案，形成最终的设计图纸。 

4. 《建筑物理》课程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4.1. 《建筑物理》课程的教学现状 

目前，从教学大纲制定 → 教学任务安排 → 教学实施过程，《建筑物理》课程与建筑设计课程质

检存在着隔阂现象。教学大纲的制定，原则是那位老师讲那门课，就负责撰写或修订那门课的大纲。所

以《建筑物理》课程教学大纲自然由原任课教师负责完成。《建筑物理》课程教学任务一般由专业背景

为建筑技术科学的教师担任。如果没有这方面师资，则通过外聘解决，只要课程任务落实下去就好。由

于《建筑物理》任课教师不是站在建筑学专业角度看待课程，缺乏与设计的融合意识，任课教师在教学

实施过程中只管把《建筑物理》课程内容讲授完成，作好对学生的考核就好。从源头讲，《建筑物理》

课程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建筑设计主干课程没有渗透，更没有融合。 

4.2. 《建筑物理》课程存在的问题 

《建筑物理》课程的定位不明确，重视程度不够。表现为任课教师的不稳定和广大专业教师对该课

程不够了解，授课形式单一，内容相对陈旧。原因是对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课程体系研究不够。 
《建筑物理》课程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学习积极性不高。表现为课堂听课注意力不集中，课外学习不主动，

作业不认真。原因是学生对该课程学习目标不明确，思想上认为没什么用，只求考核及格、拿到学分就好。 
《建筑物理》课程内容与建筑设计脱节。表现为在建筑设计创作中缺乏主动运用建筑技术知识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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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能力，设计作品没有深度，缺乏绿色节能意识等。原因是该课程在学生建筑技术能力培养的不足。 

5. 《建筑物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5.1.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 

首先，从课程体系源头抓起，在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或修订之时，充分研究分析所有课程

之间的内在关系，明确《建筑物理》课程位置；其次，从课程大纲编制抓起，在课程教学大纲制定或修

订时，组织相应团队进行教学研究，且《建筑设计》课程任课教师一定在内，共同完成《建筑物理》课

程教学大纲的编制。 
大纲修订的总体思路是围绕高素质应用型建筑设计人才培养目标，面向设计院需求，提升学生的绿

色节能建筑设计与建筑综合模拟分析实践应用能力。以“建筑设计能力”培养为导向，以“绿色”、“节

能”、“天然采光”、“厅堂音质”等定量设计分析为线索，以“项目化教学”为切入点，以“素质拓

展”为依托，编制《建筑物理》课程教学大纲。整合优化教学内容，将能力评价纳入课程考核。 

5.2. 以能力为目标的三级课程体系 

为了保证《建筑物理》课程沿着为建筑设计服务的轨道开展教学，需要厘清能力培养与知识点学习

和实施项目之间的关系，构建以能力为目标的三级课程体系(见图 2)。《建筑物理》课程教学应该由知识

传授为主转向以能力培养为主，从建筑物理基本分析能力培养，转向建筑物理综合应用能力培养。 
 

 
Figure 2. “Architectural Physics” a capability-oriented three-level Curriculum system 
图 2. 《建筑物理》以能力为目标的三级课程体系 

5.3. 知识框架体系与知识点 

在“以能力为目标的三级课程体系”框架下，遵照知识递进原则，将《建筑物理》课程按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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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筑热工学”、“建筑光学”和“建筑声学”四大模块依次展开。并针对每一模块确定相应

的知识内容。做到知识体系简洁，学习内容清晰，教学重点突出。 

5.4. 能力培养途径与项目 

在“以能力为目标的三级课程体系”框架下，本着能力提升目标，围绕“自主学习”、“建筑热工

设计”、“建筑光学设计”和“建筑声学设计”等四大能力进行培养，并针对每个能力安排相应的训练

项目和实践环节。做到培养途径明确，项目具体，措施可靠。 
考虑到建筑节能、天然采光和室内声学三大部分教学内容与建筑设计各个环节容易渗透和结合，重

点选择了建筑节能设计研究、建筑采光设计研究和建筑室内声学设计研究作为课程设计任务对学生进行

项目化训练，旨在驱动学生课内小组讨论、课外自主学习，既巩固了《建筑物理》课程的理论知识，又

为建筑设计创作提供了有关技术支持，从而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 

5.5. 课程教学组织与考核评价 

依据“以能力为目标的三级课程体系”，《建筑物理》课程抛弃了试卷考试，采取“小组研讨汇报”、

“节能评估分析”、“光环境模拟和分析”和“建筑声学模拟和分析”等一系列过程控制与考核。旨在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建筑热工设计应用能力”、“建筑光学的设计应用能力”和“建筑声学设计

应用能力”。发挥考核评价机制作用，调动学生学习《建筑物理》课程的积极性。 

6. 结语 

《建筑物理》课程教学是落实好建筑技术课程群服务于建筑设计课程群的重要环节。只有统观全局，

对接专业主干课程群，找准《建筑物理》课程的定位，才能做好《建筑物理》课程的教学方案设计，与

建筑设计课程进行融合与渗透，回归设计，学以致用，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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