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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识图与 CAD制图》是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

专业基础课 [1]，尤其对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方向的学生，

在毕业设计阶段，通常需要自己独立完成一栋建筑的建筑设

计和结构设计，该建筑一般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在

整个设计过程中，都贯穿有本门课程的内容。其中建筑设计

主要是通过 AutoCAD软件完成建筑的平面图、立面图、剖

面图和详图的绘制，形成一套完整的建筑施工图，此部分主

要考察的是学生对于《房屋建筑学》以及《土木工程识图与

CAD制图》课程的掌握程度，更侧重于《土木工程识图与

CAD制图》课程中的建筑工程图的绘制及 CAD软件应用 [2]。

结构设计就是在建筑设计的基础上，通过选取细部构造做法、

初选构件截面尺寸、荷载计算、内力计算及调整、构件设计等，

最终形成一份计算书和一套结构施工图，此部分主要考察的

是学生对于《结构设计原理》《建筑结构抗震》《土木工程

识图与 CAD制图》等课程以及《建筑结构荷载规范》《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等国家规范、标准的掌握程度 [3-4]。其中，

结构施工图就是《土木工程识图与 CAD制图》课程中涉及的

内容，而图纸并非是学生从无到有一步一步绘制的，而是利

用 PKPM软件建立相应的建筑模型，然后通过软件进行结构

计算出图，学生在此图的基础上，将其配筋等信息修改为自

己的计算书结果即可。

近几年在对学生毕业设计指导过程中发现普遍存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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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学生图纸质量较差。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

建筑施工图缺少构件或图纸间不对应，例如，底层平面图中

未绘制散水，二层平面图中未绘制雨棚，立面图中未绘制女

儿墙，剖面图与平面图不对应，剖面图表示不清楚剖切构件

与可视构件的关系等；二是结构施工图标注混乱，缺少信息，

且结构施工图与毕业设计计算书不匹配。而这两个方面都与

《土木工程识图与 CAD制图》课程相关。通过调查和了解，

对于以上两方面问题，笔者总结有以下几点原因。

学生对于建筑施工图绘图不足，对建筑结构认知不足，

空间感差，尤其是新设计的建筑，无实物对应，因而学生在

绘制图纸时经常缺少构件或图纸之间不对应。对于图纸的前

后对应关系及构件的表示，学生主要是通过《土木工程识图

与 CAD制图》课程中的“建筑施工图”这一章节进行学习。

本章节在授课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三维建筑模型进行剖切、

投影，进而形成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以引导学生学习。

通过三维模型学习平面图，这种讲授方式，直观形象，学生

容易理解，但同时也存在一个缺点：如果没有三维模型，学

生就无法根据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来想象建筑的三维形

态。本章节授课过程中，侧重于识图，而对于绘图能力，并

未进行针对性的训练，而且在本章节的考核过程中，也是要

求学生抄绘图纸，因此无法培养学生自行设计、绘图的能力。

学生无法看懂从 PKPM软件中导出的结构平法施工图，

因而不知如何去修改为自己的计算书数据。对于结构平法施

工图，学生主要是通过《土木工程识图与 CAD制图》课程中

的“结构施工图”这一章节进行学习。虽然其他课程中也有

部分关于结构施工图的识图，但都是传统表示方式或者是截

面表示方式，虽然形式复杂，但容易读懂。而《土木工程识

图与 CAD制图》中讲授的是平法施工图，表现形式简单，但

想要读懂它，并不容易，虽然授课老师也进行了细致讲解，

但学生死记硬背不理解、使用频率低、无考核等因素，导致

学生对平法施工图不够重视，也未真正掌握其内涵。

作者所在学校对于本课程的考核方式为考察，即提交大

作业，一般要求学生利用 CAD软件抄绘一套建筑施工图。此

种考核方式形式单一，仅能考核学生对于建筑施工图的识读

能力及CAD绘图能力，无法考察学生对于建筑施工图的设计、

绘制能力及结构施工图的识读、绘制能力。而且缺少卷面考

核环节，会导致学生轻视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学习效率降低。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

在建筑施工图授课过程中，应通过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①通过三维建筑模型讲解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详细讲

解平面图中各构件的布置和表示方式，重点分析剖面图的形

成过程、剖面图与断面图的区别、剖面图中未剖切到的构件

的表示方式及在建筑中的位置和作用，以引导学生建立三维

建筑与平面的对应关系。②以实际建筑为例，如教学楼、实

验楼、办公楼或宿舍楼等，引导学生根据眼前的实际建筑，

自行绘制该建筑的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实际建筑与书

本或课件上的三维建筑还是有区别的，实际建筑更为广阔，

更能提高学生对于建筑的整体把控程度；而且对于实际建筑，

在绘制剖面图时，像梁、板这一类构件更直观、更能引起学

生注意，提高绘图正确率。③让学生自行设计小型建筑，绘

制该建筑的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绘制完成后，可建议

学生根据自己所设计的图纸，用竹条、木板、硬纸板等材料，

搭建自己的建筑，在搭建过程中，学生可自行发现图纸存在

的问题。通过反复的练习，即可熟练掌握建筑施工图的绘制。

在结构施工图授课过程中，应将平法施工图和传统施工

图相对应，并注意不同类构件平法施工图的讲解顺序，可按

照先简单构件后复杂构件的顺序进行讲解。如先讲解框架柱

的平法施工图，因为柱是配筋最简单的构件，只包含了箍筋

和纵向受力钢筋；再讲解板、梁，最后讲解基础、楼梯。每

一类构件在授课过程中，应按如下顺序进行：

①进行构件配筋模型 /三维图的讲解。学生未接触过工

程施工现场，对构件配筋毫无经验，也不清楚钢筋笼的绑扎

等相关内容，因此在授课之初，应通过实物或相关图片向学

生展示梁、板、柱常见构件的钢筋布置情况，详细讲述常见

构件中各钢筋的名称、位置及作用，以使学生对构件内部的

钢筋有较为立体的认识。

②讲解传统施工图，如梁的传统施工图，即在特殊截面

绘制断面剖切符号，然后在旁边绘制该截面的具体配筋图，

虽然表现形式较为繁琐，但直观易懂，如图 1所示。通过传

统施工图的表示方法，引导学生初步学习截面配筋图的识读。

③讲解平法施工图。在学生掌握了传统结构施工图的基

础上，再进行结构平法施工图的讲解。平法施工图表示方法

简洁，如图 2所示，是目前结构施工图的通用表示方法，但

对于未接触过平法施工图的学生而言，该表示方法较难读懂。

因此在讲解过程中，应注重学生对于每一处标注含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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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只是局限于某一张图所表示的信息。如图 2中梁平法施

工图的讲解过程中，先整体概括后详细介绍。首先解释何为

集中标注，何为原位标注：集中标注用引线引出来，用以标

注梁的通用信息；原位标注表示梁的特殊数值，书写在梁的

上方和下方，上方表示梁支座配筋信息，下方表示梁下部配

筋信息。接着讲解，对于集中标注，每一行表示的含义分别

为梁编号及截面尺寸、箍筋配置信息、梁上部通常钢筋信息、

构造钢筋信息、梁顶面标高高差；梁编号的组成、截面的高

宽分别是多少等详细信息。通过一步步细化，使学生熟练掌

握每一项的含义，做到举一反三。对于原位标注，变化形式

较多，讲解过程中，可以从最基本的讲起，如图 2中梁下部

配筋，4φ25，只包含了一种钢筋，即 4根直径为 25mm的二

级钢筋 HRB335，4根钢筋布置为一排，此时可以借助传统

的截面图向学生进行展示，也可以通过制作相关动画进行展

示。在此基础上，讲解第一跨梁左上部配筋，2φ25+2φ22

包含了两种直径的钢筋，即 2根直径为 25mm的二级钢筋

HRB335和 2根直径为 22mm的二级钢筋 HRB335，两种直径

钢筋通过加号相连，加号前面的表示角部配筋，加号后面的

表示中部配筋。接着再进行更为复杂的配筋书写方式的讲解。

改革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学生对于考查类课程都存在侥

幸心理，认为比较容易拿到学分，单从这一方面就忽视了本

课程的重要性，因此要想督促学生重视这门课程，就要改变

传统的考核方式，一般来讲，闭卷笔试是最好的方式，但是

针对本门课程涉及软件操作部分，因此考核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通过闭卷考试考核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即考核建

筑施工图的识读、结构施工图的识读和绘制，通过现场上机

考核对建筑施工图的绘制能力和软件的操作。

论文从指导毕业设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出发，分析了《土

木工程识图与 CAD制图》在学生进行毕业设计过程中重要性

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学生对于建筑施工图绘图不足、学生

对于结构施工图识图不足、课程考核方式单一。通过对出现

上述问题的分析，笔者从建筑施工图授课方式、结构施工图

授课方式及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此种改革方

式能够督促学生重视本门课程的学习，并且能让学生透彻理

解本门课程的内容，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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