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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记建设工程学部王子茹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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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她一直耕耘在教学的第一线；33年的教学生涯让她悟出：教育是爱的事业，真情的付出

换来的是桃李争辉；33年的苦辣酸甜让她收获了生活的充实，精神的富有。她以淡泊之心教书育

人，数载含辛，无怨无悔。她就是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工程图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王

子茹教授。 

王子茹老师，中日图学教育工作组成员，辽宁省图学学会理事，大连市图学会常务理事，国际

几何学与图学学会会员。长期在教学一线从事工程图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讲画法几何及工

程制图、现代阴影透视学、现代工程图学等课程。在教学、科研和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发表教学、科研论文70余篇。出版著作11部。2004年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09年获大连理工大

学教学名师奖；获2009年度校学生评选的“我最喜爱的老师”称号；2010年获中国路桥奖“我最喜

爱的老师”称号；2011年获辽宁省教学名师奖。主讲的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课程从1997年至今一直

是学校的优秀（一类）课程，并于2007年获国家精品课程称号。 

教学改革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动力 

《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是工科类各专业的一门技能性很强的基础课，传统的教学方式已不能

适应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王子茹老师为推进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贯彻《教育部关于启动高等学

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精神，开展了《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精品

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通过此项活动，对教学内容、体系和教学方式、方法、手段、资源共享等

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良好的教学效果。为此，我们学校的《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课程，2007年

获得“国家精品课程”称号。 

王子茹老师十多年来还主持、参加多项教改研究：1997年，建设部提出《面向21世纪的工程图

学课程内容、体系改革》项目研究；2004年，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国家“十五”教育规划课题

CZ203》子课题“工程图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研究；2007年，教育部“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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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与工程制图”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2007年水利部核心教材建设项目—《工程制图》编写；

2001年辽宁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研究型大学建设工程类工程图学立体化教材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等；本校多项重点教改项目的研究，并多次获学校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教材建设是精品课程

建设的重中之重”，王老师这样说。她根据教改的总思路，编著、主编教材11种，主要包括《画法

几何及工程制图》 (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在本校已使用10届，也被多所院校选用，受到使用院

校的好评，目前已印刷5次，并于2003年获中国工程图学会优秀教材奖。为该书配套的《画法几何

及工程制图》多媒体课件，《画法几何及工程制图解题指导》电子课件网上发布，资源共享，受到

学生们的喜爱，获校教学成果一、二等奖。目前正在修订第二版。《现代阴影透视学》(高等教育

出版社2004) ，该书为教育科学十五国家规划课题研究成果，被国内多所学校选用，研制的现代阴

影透视学多媒体课件获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多媒体课件二等奖；《工程制图》（中国水利水

电出版社），该书为高等学校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核心课程教材；《房屋建筑识图》、《房屋建筑结

构识图》、《房屋建筑设备识图》(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1)系列教材 ，已6次印刷，印数超万

册，获得了大连市优秀著作二等奖。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辛苦伴随着喜悦，勤奋伴随着收获，教材中积淀着教改的成果，在教学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老师在教学的实践性环节上，积极推进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工程相结合的

“面向工程”的教学模式。一项以往由学生个人抄绘图样的大作业，而现以工程为背景，学生三人

一组以“团队”形式共同完成部分房屋建筑施工图（平、立、剖面和详图）的设计任务，经专业知

识介绍——查阅资料——考察实际工程——选择设计方案——绘制草图——计算机成图——总结报

告的教学过程，改变了学生学习上被动状态为主动状态，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绘图技能，培养

了合作的团队精神。学生们纷纷表示，“模仿是成功的捷径，创新是成功的真谛，创新寓于实践

中。”“创造性学习是快乐的，谢谢王老师”；“把心里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手规范地表达在图纸

上，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乐趣呀！”。王老师说：“科学技术在发展，教学内容、方式、条件也在变

化，伴随着教学的教学法研究，一刻也不应停。王老师对课程改革与建设作出很好的成果，在2002

年、2005年中国工程图学学术大会和中日图学教育会议上受到与会专家、同行的好评。 

科研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手段 

王子茹老师长期在教学一线从事基础课的教学工作，在教学超负荷的情况下，积极开展科研工

作。她说“作为教师不但要研究教学法，还要进行工程技术研究，以科研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2007年以来，她负责主持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加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及水利部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她把图学理论、数字化技术与工程结合，开展跨学科研究。在数字水利，实现水利工程设计现

代化上，针对水利工程可视化辅助设计以及三维透视图全景显示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数值计

算、透视投影的新视角开展研究，建立了相对比较完整、简单易用的堤坝透视投影及图形可视化方

法。负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陆海空协同与优化配置的研究”，王老

师主要研究计算机模拟生成区域水资源陆海空协同开发利用优化配置决策集，应用可变模糊集优化

决策理论、模型与方法，求解区域水资源陆海空协同系统最优配置决策，提供水资源协同系统优化

配置决策支持与软件系统。 

她注重将科研成果学科前沿知识引入课堂，形成以科研引领教学的理念，引导了教学改革和课

程建设。她将工程可视化辅助设计的研究成果引入到制图课的创新设计中，丰富了房屋图的教学内

容，并将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作为参考资料推荐给学生。她还通过教授讲座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知

识、新成果。如上学期的教授讲座，她把标高投影理论与数值计算、科学可视化结合起来，深受学

生欢迎。把我校陈守煜教授的可变模糊集理论、计算机技术等应用到教学质量评价管理系统、学生

成绩评判排序上，比较符合实际的反映教与学的成绩质量，效果良好。她认为：“教学中将最新的

科研进展与学科前沿知识引入课堂，授课内容新颖，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教学质量，是一种教学

改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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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是工科院校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33年，王老师喜悦于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与应用，欣慰于历届学生成才后走向工作岗位或科研道路。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吸收知

识，王老师充分地与学生进行了交流，了解到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工程图学》的基本理论是画法几何（原称投影几何），以往学生戏称为“头疼几何”，学生

因建立不起空间概念，束手无策，不知从何思考而“头疼”。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王老师在课程前

期总会想方设法消除学生这种打怵心理，尽快帮助学生建立空间思维能力。王老师认为：“中国学

生以学习刻苦为著称，但和西方学生相比，动手能力往往很差，创新意识和能力薄弱。学生在学习

画法几何时感到头痛，识图感到困难，究其原因，最大的困难是空间想象力和形象思维欠缺，是动

手实践不足所致”。针对学生学习上存在的问题，王老师将实践性环节教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在

培养图形思维能力上，采用动手制作模型的方法，让学生学有兴趣。比如让学生制作相贯体的模

型，学生通过画投影图——构想物体——求相贯线——画展开图——制作模型的全过程，在实践中

对问题得到解答和对理论知识的认证，提高学生对图与模型之间内在联系与规律的认识，锻炼了学

生的形象思维，增强了想象力，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王老师把枯燥抽象的学

习变成了快乐的学习，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兴趣，学生们看到自己做的模型都很有成就感，这种教学

方式得到了学生的喜爱。 

在课堂上，王老师总是面带笑容，心平气和地教授知识，与同学交流。平易近人的语气让师生

间没有了距离感，作业不再头痛，而是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兴趣的舞台。 

“当我的一名学生告诉我，我是“最喜爱的教师”评选的“得票王”时，我真的很意外，因为

我觉得我所做的，都是一名教师应该做的。”在王老师办公室的书柜中，“我最喜爱的老师”称号

的奖状被放在了最为醒目的位置（王老师所获荣誉很多），这是她最为珍视的一个。“我要感谢我

的学生，我的荣誉都是我的学生给予我的。” 

尽心竭力爱在细微处。采访中，王老师说，“教师一定要爱学生，不爱学生教不好书”。王子

茹老师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花费了大量心血。她每天早上不到7点就来到学校，晚上很晚才

离开。“书是我编写的，教学体系也是我设计的，所有的内容都已熟记于心，但每次上课前我还是

要认认真真把教案设计好。”王老师这样说。 

由于工程制图课程的特殊性，课后需要到绘图室给学生辅导答疑，而这些工作是不计工作量

的，多少年来，王老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为学生答疑解惑，她说“教师是以传授知

识为光荣，教书就是要付出”。 

工程制图的作业量大，对于学生是不小的压力，对于老师更是极大的考验。为了公平公正的给

学生评分，王老师对于每次的制图作业都精细批改。我们可以想象批改百余名学生作业所需的时间

与精力，在王老师给每位学生的批语中，都能体会到那份爱与执著。 

“不论多忙，学生的事是第一位的事。”对于留学生、少数民族学生以及成绩较差的学生，王

老师都会悉心辅导。在08级土建类专业中有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留学生，语言的障碍让他们难以

跟上课程进度。“几个学生都很刻苦，但是因为汉语学得不够好，在课堂上不能充分理解书本内

容。看见他们逐渐落下来，我心里真的很着急。”为了让他们掌握所学知识，王老师课上把他们安

排在前排的座位，让他们有个好的听课效果，课后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几名留学生进行了单独

辅导，一遍讲不懂就再讲一遍，汉语讲不懂就用英语。“老师应该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看

到他们学习一天天进步，作业质量一次比一次好，我感到很幸福”，王老师这样说。王老师的真情

打破了师生间的距离。 

王老师认为教学的真谛是教书育人，作为一名教师不但要教好书，更重要的是育好人。要教会

学生做人做事。“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他们的喜悦和健康关系着我们自己的全部幸福”。她经常

用爱因斯坦的名言告诫学生，让学子们思考。她鼓励学生们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在教学中，王老

师言传身教，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自己认真负

责的工作作风引导学生，完善学生的学识和人格。一位学生说：“您用知识浇灌我们，用师德影响

我们，您使我们懂得成人比成才更重要，要德才兼备”。 



种花容易树人难，王子茹老师用爱灌溉着莘莘学子，用心传递着智慧学识。王老师喜欢将教师

比作“梯子”，“我愿终生做一个梯子，托着学生一步步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地。”在培养人才的路

上，王老师正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用爱心绘制一幅人才培养的“工程图”。（学生记者 唐天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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