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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先进成图大赛的建筑类工程图学应用人才

培养的研究与实践①

马小秋②

（吉林建筑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结合先进成图大赛建筑类专业比赛，在《工程制图与CAD》和《BIM三维工程制图》等图学类
课程的基础上，开设《先进成图技术（建筑类）》双创实训课程，利用“学习通”网络平台，采用线上和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让思政教育贯通其中，采取“以赛促学、以赛促赛、以赛促教”的研究手段，基于先进
成图大赛的建筑类工程图学应用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制定适合大学生竞赛创新教学方法和竞赛全过程，
为提高竞赛成绩和《先进成图技术（建筑类）》双创实训课程教学效果提供保障，为大学生参加其他各种竞
赛、专业课程学习设计及创新创业提供帮助，促进建筑类工程图学应用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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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类工程图学是研究建筑类工程图样的专业基
础课程，是工程技术界的语言。工程图学课程的学
习，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绘制工程图
样的技能，而且可以服务后期专业课程和社会工程建
设需要。国内研究建筑类工程图学课程的教改很多，
如提出以构型设计和实践创新为主线的教学模式和土
建工程图表达能力的培养等，但研究建筑类工程图学
应用人才培养和先进成图大赛实践应用的不多。
先进成图大赛全称是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

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是我国独创的培养工程制图
学领域应用人才的赛事。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
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图学学会制图技术
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图学学会产品信息建模专业委员会
主办，由校赛、省赛和国赛组成，是国内图学类课程
的“国家级”赛事，列在全国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竞
赛项目及网址信息（本科，2020）排名中（全国大学
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大赛分
为机械类、建筑类、路桥类和水利水电类四个系列，
建筑类专业比赛内容包括工程图绘制、建筑信息模型
（BIM）技术应用等[1-2]。
大赛受到许多工科类院校的重视，不少名校纷纷

参赛，如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大学等。
吉林建筑大学积极参与，在参加的六届比赛中，获得
建筑类团体一等奖2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个人
全能单项一等奖17次，二等奖38次，三等奖50次。不
过参与过程中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结合高校
图学课程教指委的指导意见完善本校的建筑类工程图
学课程体系？如何宣传成图赛事、选拔参赛的优秀学
生、指导学生参赛？如何保持师生积极性，解决长时
间集训、学生没有学分、教师没有补助的问题？如何
面对缺少师生集训、参赛经验和指导资料文件问题？
如何提高大学生动手能力和工程图学应用人才培养 
水平？

1 研究内容
参照先进成图大赛建筑类专业比赛内容——工程

图绘制、建筑信息模型（BIM）、制图基础知识和BIM
技术应用等，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内容：

1.1 建筑类工程图学课程建设

根据工程图学教指委和大赛内容，对吉林建筑大
学开设的《工程制图与CAD》和《BIM三维工程制图》
图学类课程进行修改完善，在《工程制图与CAD》课
程中，重点突出制图基础知识和二维天正软件T20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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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讲解制图规范、形体构形、建筑施工图的应用，

以及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节点详图的形成

理论、绘图方法等，结合社会应用实际情况加强计算

机工程图绘制的应用。在《BIM三维工程制图》课程

中强调引进案例式教学，讲解三维建模软件的种类应

用，根据Revit软件的优缺点，利用Revit软件把一套二

维施工图建成三维立体模型，掌握该软件各个模块使

用功能，了解整个房屋搭建过程。结合工程实践发展

方向，调整课程大纲和授课计划，增强课程与大赛的

结合度，为后期参加先进成图大赛和专业课学习打好 

基础。

1.2 参赛队伍实训

考虑校赛、省赛、国赛组织、集训、比赛等相关

事宜，根据比赛大纲和以往历年比赛试题，制定集训

计划，进行针对性实训，提高实训效果。在工程图绘

制方面：如何在90 min内快速、准确、高质量地完成

施工图中的任务，像设计房屋平面图、楼梯平面图、

立面图、剖面图、详图等内容。在三维建模方面：在

150 min内，如何高效率完成三维建模的任务，展示三

维轴测图、透视渲染图、垂直剖面图、漫游、二维施

工图等成果。在天正软件方面：在90 min内，如何使用

天正软件TR5.0和T20高效率完成三维建模的任务并展

示符合建筑行业规范的二维施工图、统计表等成果。

1.3 开设《先进成图技术（建筑类）》双创实训

课程

在已开设的图学类课程的基础上，结合成图大

赛，开设《先进成图技术（建筑类）》双创实训课

程，使学生提高理论研究与应用能力，创造实践动手

机会，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意识，促进

建筑类工程图学应用人才的培养。

1.4 探讨应用各种先进成图技术

在研究中，CAD（计算机辅助设计）、3D打印、

天正软件等最新成图技术的应用，特别是软件国产化

问题，为后期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技术支撑，可以在

CAD、3D打印、三维设计和翻模、BIM管理应用等方面

成立专业公司，指导大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培养建筑

类工程图学应用人才。

1.5 强化思政教育

从《工程制图与CAD》和《BIM三维工程制图》

课程建设，到研究成图大赛、培训学生、组队集训、

学生参赛，再到《先进成图技术（建筑类）》双创实

训应用课程开设，最后到后期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全过

程研究，要把思政教育贯穿其中，更好地培养学生动

手技能、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协调发展，实现大学生创新、创业、爱国、

爱党、爱家，以及培养建筑类工程图学应用人才的 

目标。

2 实施过程
2.1 研究思路

以培养工程图学应用人才为目标，以成图大赛为

驱动，针对成图大赛宣传、组织、实训、赛前模拟、

比赛等每个环节，精心谋划、认真落实、不断总结，

改进提高、积累经验，形成以成图大赛为驱动的课程

建设系列文件，开设《先进成图技术（建筑类）》双

创实训应用课程，完善《工程制图与CAD》和《BIM

三维工程制图》课程的建设，同时把思政教育贯穿其

中，提供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技术和方法，形成建筑类

工程图学应用人才的培养文件。

2.2 研究方法

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工程图学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中国图学学会制图技术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图学学会

产品信息建模专业委员会的指导意见，与时俱进，逐步

完善工程图学课程建设，借助成图大赛赛题案例，采取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赛促学、以赛促赛、以

赛促教、以赛促建”为手段，在实践应用中形成培养建

筑类工程图学双创应用人才的样本文件。

2.3 实施步骤

2.3.1 建筑类工程图学课程建设

根据成图大赛比赛大纲和教指委指导意见，把目

标要求分解到《工程制图与CAD》和《BIM三维工程制

图》课程中，同时完善相应的课程大纲和授课计划。

（1）《工程制图与CAD》是大一学生必修课程，

需强化徒手绘图和二维计算机绘图训练量，课程重点

讲解制图规范、基础知识、形体构形、成型表达，建

筑施工图中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节点详图的形

成理论、绘图方法和相互转化、联系应用等，以成图

大赛试题为课程结束考核目标，向大赛要求看齐，提

高学科难度和标准。

（2）《BIM三维工程制图》是大二、大三学生

开设的选修课程，要挑选历年成图大赛试题为课程案

例，利用“学习通”网络平台，介绍成图大赛建筑信

息模型（BIM）方面的相关信息，让学生熟悉建筑信

息建模试题，明确建筑工程图学在三维建模的发展 

方向。

（3）在BIM技术应用方面，现阶段《工程制图与

CAD》课程中宜讲天正T20软件，《BIM三维工程制

图》课程中宜讲天正TR软件，可更多了解国产软件的

二次开发和市场应用前景。课程建设中以案例为主，

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努力培养建筑类工程图学应用 

人才。

（4）把思政教育贯穿课程中，介绍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国国家大剧院、中央

电视台总部大楼、上海天马山世茂深坑酒店等建筑，

强调建筑类工程图学课程起到的作用，体现技术创新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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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组建参赛队伍
明确比赛流程，一般每年12月初开始筹建参赛队

伍，首先在学校利用海报、网络等手段宣传成图赛
事，扩大选拔参赛队员范围，全校大二、大三学生，
学过《工程制图与CAD》和《BIM三维工程制图》课
程，同时成绩优良者，都可以报名。其次，选拔时间
一般定在元旦左右，避免和学校期末考试发生冲突，
可采用统一命题，也可单独面试，还可推荐多种形式
的校级选拔模式。在放寒假前确定初步参赛人员名单
和联系方式。接着在假期布置学习任务，根据往年成
图大赛比赛内容，制定假期计划，让学生学习工程图
绘制、建筑信息模型（BIM）、制图基础知识和BIM技
术应用等相关知识点，准备参赛工具，利用假期学习
参赛知识，弥补短板。最后3月开学进行二次选拔赛，
总结假期成果和不足，初步确定参加省赛人员，参赛
人员数量要保证10选1的比例，初步完成参赛队伍组
建，开展下步集训[3]。
2.3.3 开设《先进成图技术（建筑类）》双创实

训课程
开设《先进成图技术（建筑类）》双创实训课

程，授课对象是选拔参加成图大赛省赛的同学和对先
进成图技术感兴趣的同学，既能保障参赛集训时间、
比赛内容，又能完善吉林建筑大学建筑类工程图学课
程体系。开课资料包括课程大纲、授课计划、教案等
相关佐证材料，以及学生专业学科基础、课程简介、
拟完成成果形式等可供学生掌握课程内容的资料。
课程采用线上和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利用“学习通”
网络平台，以成图大赛比赛试题为教学案例，录制教
学视频、学生绘图操作视频并在平台发布，对学生课
上和课后讲解试题。计划授课48学时，其中工程图绘
制实训课为20学时，三维建模实训课为20学时，天正
等先进技术软件实训课为8学时，学分为3分。考核方
法采用平时考核加期末考核，期末测试题采用成图比
赛试题。在课程中引进各种先进成图技术，研究它们
的应用和适用性，为后期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技术支
撑。开设成图实训课程可调动师生积极性，解决学生
学分问题，推动建筑工程先进成图技术的发展，促进
建筑类工程图学应用人才的培养。
2.3.4 参加省赛和国赛
（1）省赛大概在每年5月底进行，先在成图大赛

网站报名，确认报名信息，比赛内容包括工程图绘
制、图学基础知识、BIM三维建模和BIM新技术等内
容，具体比赛要求、评分标准和奖项设置见省级先进
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竞赛相关通知和文
件。根据省赛检验学习和集训效果，对课程进行阶段
性总结、评价和改进。
（2）国赛大概在每年7月底进行，经过省赛选拔

出的优秀选手，再经过一段时间针对性集训，就可以
参加全国比赛，比赛内容和形式与省赛相似，详细情

况见全国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息建模创新大赛竞赛
相关通知和文件。随着国赛的结束，成图大赛系列活
动告一段落，然后可对成图大赛宣传、组织、课程实
训、赛前模拟、比赛等进行系统性总结，为下一届竞
赛积累经验。
2.3.5 项目总结及后期计划
建筑类工程图学课程建设随着成图大赛正在不断

完善，针对成图大赛宣传、组织、实训、赛前模拟、
比赛等每个环节，师生要及时总结，改进提高、积累
经验，并把思政教育贯穿其中，形成以成图大赛为驱
动的课程建设文件，完善《工程制图与CAD》、《BIM
三维工程制图》和《先进成图技术（建筑类）》双创
实训等图学系列课程建设。在后期计划中不断了解行
业最新技术，把既符合专业教指委的要求，又符合社
会企业需求的3D打印、天正软件等先进技术运用到工
程实践中，在3D打印、三维设计和翻模、BIM管理应
用等方面，可成立适合大学生的小成本、易操作的创
新创业公司，把建筑类工程图学应用人才的培养落到
实处。

3 研究成果
（1）凭借先进成图的三级赛事，对成图大赛宣

传、组织、实训、赛前模拟、比赛等每个环节进行研
究，总结大学生参加图学类竞赛样本文件，给其他类
似赛事提供参考方案。
（2）以先进成图大赛为契机，开设《先进成图技

术（建筑类）》双创实训应用课程，增强理论联系实
践，提高大学生动手应用、创新创业的能力和团队协
作意识，促进建筑类工程图学应用人才的培养。
（3）在参加的六届比赛中，吉林建筑大学获得

建筑类团体一等奖2次、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的好成
绩。全国大学生一起参加比赛，交流学习，开拓学生眼
界，提高上限目标，以比赛为动力，给大学生创新创业
提供机会和搭建平台，促进大学生应用人才和双创人
才的培养。
（4）以“以赛促学、以赛促赛、以赛促教”为

研究手段，在实践应用中完善课程建设，把思政教育
贯穿其中，形成以先进成图大赛为驱动的建筑类工程
图学课程体系，包括《工程制图与CAD》《BIM三维
工程制图》和《先进成图技术（建筑类）》双创实训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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