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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木构建筑教学局限于平面化教学,学生理解起来较为理性。提出构建一种基于虚拟仿真的

中国建筑史木构建筑信息化的教学方法,选取木构建筑中 具有代表性的宋式斗拱作为研究案例。在

UE4中构建虚拟仿真教学系统的三维空间操作界面,实现基于三人称角色的多种人机交互关键技术,构

建以建筑结构识别和文化认知为核心功能的信息化教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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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虚拟仿真意同虚拟现实,已经较多地

应用于当代信息化教学中。哈尔滨工业大

学则开发了人机交互方面的应用；北京师

范大学教育部虚拟现实应用工程研究中

心主要从事这项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的

应用；东南大学亦对唐宋建筑为主题,用

虚拟仿真技术对中国古建筑展开了一系

列研究。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建筑史木

构架课程理应顺应潮流,开展基于虚拟仿

真技术的信息化教学改革。中国建筑史木

构架课程主要讲解传统建筑的构造原理

及营造工艺,是环境设计专业的重要基础

课程之一。在中国建筑史木构架的教学中,

很多院校依然通过理论讲解及二维图纸

来表达三维的建筑构造,利用抽象的理论

和平面的图像来描述建筑构造不利于学

生的理解和学习,而虚拟仿真技术可以直

观的表达不同建筑构件,有助于激发学习

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1 中国建筑史课程现状及其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建筑史木构架教学内容包括历

代典型木构建筑的教学,尤其是以唐宋

建筑和明清建筑为代表,其构造繁杂,理

解较为抽象。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以教

师授课、学生听讲为主,辅之以教材文

字、图片和相关视频等,老师单方向的给

学生灌输,缺少师生的互动；教学过程缺

少对木构构造工艺的延伸,不重视创造

性能力的培养。 

1.1知识体系抽象,学习效率不高 

中国木构建筑的构造比较繁杂,学

生对于建筑的体量关系、结构设计方法

和比例规则、空间形式与组合关系以及

材质纹理等建筑信息[1],只有理性认识,

缺乏感性认知；同时,由于时间的不可逆

性,每一个历史建筑都有其独特的性格

特征,建筑现象背后的艺术思想、社会观

念和历史文化,都赋予历史建筑非常重

要的意义,针对这部分内容的教学,很难

通过单一的文字和图片来讲述[2]。因此,

当代人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匮乏,对

建筑文化缺乏真正的理解,是建筑理论

薄弱的重要原因。 

1.2理论与实践脱节 

目前,中国建筑史的教学主要以理

论教学为主,缺少实践环节。学生在课堂

只学习了理论知识,在实际应用中还存

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导致理论的知识较

难在实践中应用。在教学中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并没有得到锻炼,导致理

论与实践脱节[3]。 

1.3学习兴趣不高,重视度不够 

从近几个学期专业上课的情况来看,

学生对史论课程不够重视,兴趣不高。中

国建筑史课程涉及传统历史文化、人文

地理、建筑结构等相关知识,对于传统建

造工艺知之甚少的低年级学生来说,学

习起来确实比较吃力,进而失去了学习

的兴趣。学习中国建筑史的阶段,也是学

生专注于建筑形式、空间创作学习的阶

段,客观上会使学生认为建筑形式是建

筑设计核心,从而忽视了深挖建筑历史,

提升建筑素养等重要学习机遇。 

2 中国建筑史木构架虚拟仿真

教学优势分析 

结合虚拟仿真的教学模式提供了一

种立体的、多角度的建筑解读,通过将详

细的文字、影像资料、视频和三维模型、

语音解说等信息对古建筑进行详尽的诠

释,使枯燥、晦涩难懂的建筑史知识变得

清晰、生动而更易掌握,弥补了传统平面

化建筑史教学的单一性,解决了学生无

法亲身到现场观摩体验的局限性；通过

构建丰富的交互方式和反馈,达成多感

官沉浸的观察方式,使学生在与周围环

境自然交互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

动性和自主性,建立知识与交互之间的

链接,培养学生对历史建筑的认知和理

解能力,了解古代建筑的性格特征和艺

术内涵,增强学生在空间和时间层面上

对建筑的理解；营造虚实结合的视觉效

果场景,让学生灵活使用肢体动作和各

种虚拟道具,以此模拟实际技能的操作,

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

也为学生提供主动探索和互动交流的机

会[4]。 

3 中国建筑史木构架虚拟仿真

教学系统设计 



教育研究 
第 4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2 

Education Research 

根据虚拟仿真的交互特征和建筑

史教学的特点,总结教学系统设计原

则如下： 

3.1构建虚拟的教学可视空间 

虚拟教学空间是指有效结合虚拟可

视化这一特征,通过传感器设备识别、获

取虚拟环境中的数据信息并实时显示,

构建音画同步的沉浸式虚拟环境体验,

即将教材上抽象的文字信息转化为虚拟

世界中三维的视觉形象,模仿真实活动

中实时交互的学习活动空间,同时提供

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开展跨时空的自主

学习。 

3.2建立教学空间与信息之间的映

射关系 

虚拟仿真系统的信息应以教学空间

有实时映射关系,实现教材信息和虚拟

空间信息的互为补充,在时间维度和空

间维度上对教学内容进行解析,实现信

息传播的动态化和综合化。将抽象的基

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建筑史教学交互系统

实现信息与直观、具体的模型结合,以此

提高知识呈现的情境性与直观性,降低

学生对于知识的认知负荷。同时应着力

设计交互引导线索,通过图标索引,动态

文字或图案、语音等方式,提高虚拟系统

的易用性,降低学习成本。为学生提供更

为有效的自主学习机会。 

3.3构建完善的多渠道交互方式 

以硬件设备来划分,可以分为PC端

交互和移动端交互。PC端交互主要是在

windows平台,以exe应用程序的方式而

存在,第一,通过鼠标的控制,实现虚拟

场景的交互,第二,接入HTCVIVE设备,通

过手柄的控制,实现具有沉浸感的实时

交互。移动端主要是在Android平台,以

APK应用程序的方式而存在,通过触摸的

交互方式,实现如游戏般的学习体验。在

这个系统中,以第三人称为视角(学生可

以自定义自己的角色),在空间中自由活

动,实现行走、跑步、蹲下、转头、转身

等基本的角色动作操作,且角色具备对

斗拱构件拿起、放下、拆开、组合等基

本动作交互,角色靠近每一个(组)斗拱

都会相应地显示构件信息(名称、特点、

材质和工艺),并可以实现材质(颜色)的

更换,构件的移动和替换等交互动作。退

出第三人称视角,可以实现整体木构架

的自动旋转、自动拆分和组合、手动拆

分和组合,单个构件的孤立显示与退出,

并伴随着音乐和音效的开启,营造出一

种极具沉浸感的虚拟交互环境。 

3.4设计符合逻辑的UI界面 

UI操作界面是虚拟仿真系统的”

脸”,在这个看脸的时代,UI界面显得尤

为重要。不仅要美观大方,在风格上要

与内容相一致,操作逻辑更要简洁明

了。本套系统的UI界面采用菜单的形式,

通过一级菜单、二级菜单和三级菜单,

将教材的文字内容与虚拟内容有机地

联系起来,通过设置开始、暂停和返回

按钮,实现关卡的实时切换以及三个级

别菜单的前后交互。每个关卡的切换都

绑定了木构架工艺的生长动画播放,亦

可以选择跳过。让学生们在“游戏”中

探索、互动和交流。 

3.5教学的管理、记录和反馈 

在教学中,师生之间形成良好的合

作关系,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教师予以

学生必要的引导。教师给学生布置相关

任务,根据学生在使用设备的过程中了

解学生现有思维水平,并记录学生的兴

趣区域分布,根据学生在使用设备中的

学习状况和疑问辅助解说,以确保学生

对于知识的获取；课程结束后,教师可以

通过学生的反馈和课堂中的教学测试结

果,分析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实际

运用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使

教学更具针对性。 

4 结语 

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

上促进了教学模式的转变—从传统“以

老师为中心”的教向“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进行过渡。而且在此基础上,有助于

开展“研究导向型教学”活动,即根据学

生的学习特点和规律,由老师设计出能

促进学生主动、有效学习的路径和方法。

通过沉浸式研究,引导学生探索与传统

建筑相关的新知识和新技能等；另外,

将研究作为启发学生的过程,也有利于

取得“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

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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