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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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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建筑设备》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研究和探索，在介绍本课程教学改革背景的同时，分别

阐述了关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法的改革措施．强调教学内容要体现专业特点，反映现代

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在教学方法上引进实物教学、案例教学，采用现代教学手段，并结合实际问题

设计习题，以此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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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备》是建筑学、建筑装饰、土木工程、建筑管理等专业的一门专业技术课，涉及给

水排水、暖通空调、制冷、安全消防、电气照明、建筑节能、智能建筑等多个学科领域．学习本

课程的目的在于掌握建筑设备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使学生具有综合考虑和合理处理各种建筑设

备与建筑主体之间关系的能力，从而给出适用、经济的设计，并掌握一般建筑的给排水、供电设

计的原则和方法． 

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生活质量、工作效率的提高，建筑设备工程在建筑中的地位日趋重要，

建筑设备已成为形成和保障建筑功能的重要手段．如何适应社会需要，培养出高层次和一专多能

的建筑人才是目前急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多年从事《建筑设备》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教学实践中

对本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1 教学改革的背景 

学校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主要基地，学校的课程设置最终要依据社会的需求．社会需要高层

次和一专多能的建筑人才．据调查，目前建筑类用人单位更希望大学生能掌握更多的与主修专业

密切相关的其它专业知识，如主修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要更多地掌握建筑给水排水、建筑消防、建

筑电气、建筑通信和室内通风空调等专业知识，只有具备了这些知识，工程设计人员才能给出符

合时代要求的建筑方案[1]． 

目前传统教学已明显滞后于建筑业的发展．有资料表明，我国建筑类专业所设课程较单一，

许多学校知识老化现象较严重，教学手段落后，培养的学生知识面过于狭窄，如主修建筑结构专

业的学生对相关专业知之甚少，不少学生毕业后连一些相关的建筑给水排水和室内照明图纸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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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更谈不上做一些室内水电设计和建筑工程概预算等[1]．如何改变这种局面，扩大学生的知

识面，使学生走多元化发展道路，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人材，是教育工作者值得深思的问题． 

《建筑设备》课程就是基于上述考虑而开设的．在过去传统教学中，这门课程主要是为高年

级的建筑学专业、工民建专业和建筑装饰专业所开设的；目前为建筑项目管理、物业管理、房地

产开发、建筑监理及建筑造价等专业也开设该课程．由于《建筑设备》课程所涵盖的知识点相当

多，所以一直存在着学时少内容多的矛盾，这极大地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进行《建筑设备》课

程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教学内容的改革 

2.1 针对不同专业制定教学大纲 

开设《建筑设备》课程的专业较多，而各个专业又都有各自的特点，对建筑设备工程方面知

识的要求不尽相同，授课的学时数也相差较大．因此，应根据专业需要，制定具有专业特色的教

学大纲．只有这样，才能使建筑设备的知识与专业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保证教学质量． 

2.2 教学内容要体现专业特点 

目前，国内使用的几种《建筑设备》教材都不是按专业编写的，教材内容繁杂，面面俱到，

篇幅也比较长，而各个专业的《建筑设备》课程的授课学时又都比较少．因此，要想在有限的时

间内完成较多的教学内容，必须了解各专业对本课程的要求，抓住主干结构，针对其特点做到有

的放矢．对建筑学专业，重点应放在满足建筑的功能性、舒适性、安全性的建筑设备的选择及对

各种建筑设备的统筹布局上，教学内容要增加流体力学的基本知识、室外给排水工程概述，以满

足建筑特殊功能的建筑设备设计及配套设施设计的要求；对土木工程专业，重点应放在建筑设备

与建筑主体结构的关系以及建筑设备与建筑施工技术的结合上；对环境工程专业，教学内容可删

除给排水设备工程、供暖设备工程，重点应放在通风、空调、煤气及电气设备工程的设计原则和

方法上，应结合设备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等相关知识进行授课；对管理工程专业，授课重点应

放在对建筑设备工程与技术的经济性评价和建筑设备系统的物业设施管理上[2]． 

2.3 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要做到少而精 

《建筑设备》虽然是一门应用性的专业课，但也必须有一定的基础理论，如果不讲理论，只

讲应用，同学们会不知其所以然，不会从根本上掌握和理解所学内容．由于本课程所涵盖的内容

多，而课时又少，如果系统完善地讲授所有的基础理论，很显然课时不够，也没有必要．对于基

础理论，根据所授专业知识的要求，应坚持以够用为度的原则[3]．例如，流体力学部分只讲授静

压强分布规律、能量方程及水头损失计算的基本公式及公式的应用，对于公式的来源和推导则简

单讲明其实质，一带而过．对于公式的具体应用，则根据教材所讲的具体专业知识，设计出相应

的例题、习题讲明．讲授其它知识点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2.4 教学内容要反映现代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 

随着现代建筑设备工程技术的发展，建筑设备与材料不断更新，新设备、新材料和新技术的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相对而言，教材的内容过于陈旧，对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新产品、新材料的介

绍比较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介绍建筑设备工程技术发展动态、研究方向及新材料设备

的应用现状，丰富学生的知识面．教学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建筑设备中新材料和新

产品的应用；（2）满足节能增效要求的新型设备；（3）因新能源和电子技术的采用而产生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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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工程的新技术（如智能建筑）；（4）各种新型设备的选择及配套；（5）建筑设备工程的经济

评价；（6）建筑设备系统的调试、建筑节能、物业设施管理等． 

3 教学方法的改革 

3.1 实物教学 

对于《建筑设备》课的具体内容，教材上大多只是讲述了设计原理、计算公式、设备及配件

的主要构造和特点等．对于这些内容的具体概念，学生平时并没有什么感性认识，教师必须设法

缩短教学与具体工程实际之间的距离．在教学中，可采用实物教学，即在上课时多用实物构件作

为教具[3]．如在讲授给水管道上的阀门时，教材上介绍了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和浮球阀等几种

主要阀门的构造、特点和适用环境等，并绘制了相应的构造图，可是同学们看后仍觉得很复杂，

构造图也大多搞不懂．如果教师上课时拿来这几种阀门的实物，同学们就会对其构造一目了然，

而且觉得其实是很简单的．在讲述水泵的构造时，教师把一台小型水泵拆开展示给同学们观看，

使得每位同学都对水泵的构造记得十分清楚，这样不仅节省了授课时间，而且提高了教学质量． 

3.2 采用现代教学手段 

《建筑设备》课程课时少，涉及面广，内容繁杂，仅按传统的教学方式，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实

践证明，计算机多媒体辅助教学具有很好的教学效果．借助于这种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将抽象的

理论知识制成多媒体课件，将设备安装施工过程拍成录像，通过文字、数字、声音、图像等信息，

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具体的设计、施工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学的信息传输量，

还可更真实地反映建筑设备形状及其与建筑的配套关系，强化学生头脑中的实物形象，使学生学

习积极性得到提高[4]． 

3.3 案例教学 

《建筑设备》属于应用性的专业课程，在课堂教学中，可给学生介绍一些典型设备、系统工

程的实际案例，以拓宽学生的视野．例如在讲解建筑给排水施工图时，教师可提供较熟悉的某一

建筑物的给排水施工图给学生．结合该建筑物实例，讲明图纸的基本内容、图例及符号，讲授图

纸的具体识读方法；对照该建筑的实际工程，讲明图纸上的管线、卫生器具、附件等的实际位置

和具体布置．这样，学生能很快学会如何看懂图纸，还能很好地理解如何把图纸上的内容变成工

程现实．除此之外，可以聘请有丰富设计经验和一定理论水平的专家来给学生做讲座、讲案例．讲

授的内容可以是设计、施工中某些具体细节的处理，也可以是系统调试过程；可以是成功的经验，

也可以是发生事故的教训与解决方法[5]． 

3.4 实践参观教学 

《建筑设备》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讲授各种类型设备工程的组成与构造．在课堂上结合教材并

联系实际举例进行讲授，虽然学生大多也能听懂，但印象并不很深．为此，教师可采用现场教学，

设置实践教学环节，让学生去现场参观实践，增加感性认识，以此作为对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 

4 习题与考核方法的改革 

4.1 结合实际问题设计习题 

专业课程教学的主要原则是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程中的具体问题．然而教材上的课后习题

大都是一些基本原理、设计规则、利用公式运算等理论问题，实践性的问题很少．对此，教师应

根据实际需要设计一些习题，如在讲述厕所冲洗水箱的内容时，针对教材中常用几种水箱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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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原理、特点和适用环境，课后让学生回去观察自己家的水箱是哪种类型、构造如何、在使用

时常出现什么问题等等．这样，学生带着兴趣回家完成作业，动手解决了实际问题，增强了实践

能力[3]． 

4.2 考核方法的改革 

根据《建筑设备》课程的特点，对学生的考核应淡化技术细节，重视工程原理和方法的考核，

重视分析能力和综合能力的考核．因此，考核应采取平时与期末考试相结合、闭卷与开卷相结合、

考场内与考场外相结合、考试与设计作业相结合多种形式．这样才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避免出现学生应试能力强，实际能力差的现象，使考试真正成为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手段[2]． 

5 结  语 

以上是笔者在多年从事《建筑设备》课程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对本课程的教学改革进行的研

究与探索，在此与广大同行进行探讨，以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更好地培养高层次和一专多能

的建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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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uilding Equipment course.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eaching reform background, some reforms on the teaching content, method and 

evaluation are presented. It is stressed that teaching content should include the character of the subject, and 

showcas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gineering technique. As regards teaching method, object teaching, 

case teaching and modern methods of teaching are introduced. Moreover, exercises connected to the real issue 

are made. In doing so,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will be upgra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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