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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进方向

1.提升专业教师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学习的内容包括思想政治理论、专业知识及最新的信息技术手段。专业教师需学好政治
理论，深刻领悟其内涵，用于指导工作和生活，才能真正做到活学活用，在教学中碰撞出思
维的火花，产生许多既生动又自然的思政点。在知识更新换代速度逐渐加快的年代，教师要
紧跟步伐，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多种方式吸收新鲜的“营养液”，“浇灌”新时
代的“花朵”。信息技术手段是我们展现丰富知识的工具，不但要装“新酒”，还要有“新
瓶”，只有真正熟练掌握，而不是浅尝辄止，才能用起来游刃有余，毫不费力。

2.加强教学硬件设施的建设与长期维护

常态课并非专门为某项比赛、竞赛而精心设计的教学阶段，是真实的授课过程，贯穿一
门课程的始终。专业教师的每一节常态课是积累经验、收集素材、磨炼技能与实践各种教学
探索的训练场。硬件设施是保障每一节常态课能够按计划实施的重要基础。如在信息化教学
过程中需要各种多媒体设备参与，除了传统的投影仪，还需要多媒体一体机、智慧教室电脑
设备及各种软件支持，在使用频率很高的教学周，则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检修维护，
以保证信息化教学效果的连续性。

3.融合多种方式为专业教师的教学探索与实践提供平台

一是通过讲座、培训、研讨等途径提升教师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教学的能力，鼓励教师
参加课程思政金课、教学能力大赛等赛项，在压力下挖掘自身潜力、激发潜能。二是整理并
形成成熟的思政资源库，紧扣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梳理教学内容，将
思政要点分类并有机融入其中。

    四、小结

本文以“建筑给排水工程”课程中两个典型教学模块为例，通过信息化教学模式下设计
及课程思政融入，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专业教师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加
强教学硬件设施的建设与长期维护、融合多种方式为专业教师的教学探索与实践提供平台等
三点改进措施，旨在不断改进后续教学设计环节，不断在实践中获取真知。韩愈《师说》中
有“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育首先是人的教育，传道让其明理，其次才是授业，
授以一技之长，同时解答疑惑。深刻领会并付诸实践，才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实现“一
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教育本质。

注：本文系杨凌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教改）研究基金项目“基于信息化教学模式的

高职《建筑给排水工程》课程翻转课堂教学实践探索研究”（编号：GJ19017）研究成果；陕

西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学校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课题“《建筑设备识

图》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与实践”（编号：SGKCSZ2020-519）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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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BIM技术的三江典型传统民居建模
思路、方法与过程
文_ 邓梨方（通讯作者）（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 

      冯光澍（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处处长，高级工程师，硕士）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对居住舒适性需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传统民居在我们的视野中
消失，其保护和传承迫在眉睫。新技术的出现，为传统民居的保护、传承与更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BIM技术能够记录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各种信息，可以通过三维数字技术模拟建筑物所
具有的真实信息，为保护与传承传统民居提供了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持。

目前，我国有部分学者尝试将BIM技术应用于传统民居的建设与保护中。杜世虎、高建、李昶
嵘、文均等人探讨了如何将BIM技术应用于传统民居的保护；沈源、邢亮、周阳讨论了BIM技术在历
史建筑保护中的应用；董杨、张劭焘、常鸿飞基于BIM技术对民居的营造进行研究；张泽鑫、伍锡
梅、王尨等人将BIM技术与绿色建筑相结合进行研究；王一甍、孙旭阳将BIM技术应用于被动式低能
耗乡村住宅原型设计……虽然我国学者对BIM技术应用于传统民居的形式做了一定的研究，但研究

BIM 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仍有欠缺。本文有针对性地将应用BIM技术的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传统民
居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践中记录并留存三江侗族自治县传统民居的建筑信息，为进一步研究三江侗族
自治县传统民居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在研究理论上将范围扩大至BIM技术在整个传统民居中的应用。

一、三江典型传统民居建模思路

对三江典型传统民居进行建模主要根据如下思路：选取适合的BIM软件——对传统民居进行构造
分析，收集、整理相关建筑信息——在软件中针对传统民居建立构件族库——搭建三江侗族自治县典
型传统民居的模型。

（一）选取适合的BIM软件

目前的BIM软件有很多，对三江侗族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进行建模，主要是进行传统民居建筑信息
模型的创建，杜世虎在其论文中提出：在众多的软件中，Revit Architecture软件较为适用于建立传统民
居建筑信息模型。因此，文章选取Revit Architecture作为三江侗族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的建模软件。

（二）对传统民居进行构造分析

传统民居能够展现当地的社会风情，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民俗文化，是展示当地地域特色和民族
特色的“符号”。传统民居的建筑构造是传统民居特色和当地地域特色的直观表现，进行传统民居的
建模，需要对传统民居进行构造分析，揭示其构造规律，使建立的模型具有“神韵”，同时过程中的
信息收集与分类也为后期传统民居构件族库的建立打下基础。

（三）建立传统民居构件族库

文章选取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的木构架传统民居进行建模，程阳八寨的木构架传统民居主
要是穿斗式木构架。穿斗式木构架的构件有柱、穿枋、屋檩、瓦（小青瓦）等，为这些构件建立族
库，方便后期建立三江侗族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模型。

（四）搭建三江侗族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模型

建好传统民居构件族库以后，可以在软件中搭建三江侗族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模型，让三江侗
族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呈现可视化、三维化效果。

二、三江典型传统民居建模方法与过程

（一）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概况

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保留了原生态的侗族木构架民居，这些民居跨越历史的长河，如今仍
然向人们展示当地的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和区域特色，散发着别样的魅力。程阳八寨木构架传统民居
不耗费一颗钉子，完全依靠榫卯结构，建成了安全牢固的民居，飞檐翘角、披檐成为该地传统民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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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特色。文章选取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典型的木构架传统民居进行建模，阐述应用BIM技术
对三江侗族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进行建模的建模方法与过程，为BIM技术在传统民居中的应用提供
一定的参考。

（二）族库建立

族是Revit软件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构成模型的基本单元，王岩、计凌峰认为Revit包括系统
族、可载入族、内建族3种类型的族（三种类型的族特点，见表1），且项目中创建的大多数图元都
是系统族和可载入族。因此，文章以墙体和柱子为例，说明系统族和可载入族的创建过程与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王岩、计凌峰主编的《BIM建模基础与应用》整理）

1.系统族的创建——以墙体为例

在Revit软件中，系统族的创建属于较为成熟的体系，文章中以“墙体”为例简述系统族的
创建。在“建筑”选项卡“构建”面板“墙”下拉列表中单击“墙：建筑”按钮，软件默认使用
“基本墙 常规—200mm”，单击“属性”选项板的“编辑类型”按钮，在“类型属性”对话框
中通过“复制”命令创建新的墙体类型，单击“类型参数”中“结构”参数的“编辑”按钮（见
图1），根据程阳八寨传统民居的墙体信息，在“编辑部件”对话框（见图2）中对应修改墙体
的“功能”“材质”“厚度”等参数，并在“属性”选项板“限制条件”下设置“底部限制条
件”“顶部约束”等高度参数即可。按照上述步骤建成的墙族模型（见图3）。其他系统族的创建
可参照墙族的创建方式，在此不再赘述。

  
                   

 

表1  族的类型与特点

图1  类型属性对话框  图2  编辑部件对话框

类型 特点 适用的图元（举例）

系统族
在软件中预定义，不能从外部文件载入项

目，也不能保存到项目之外
墙、屋顶、楼板、管道、轴网、标高、图纸等

可载入族
具有高度可自定义的特性，能够保存在项

目之外，也可以载入项目
柱、门、窗、符号、标题等

内建族 需要创建当前项目专有的独特构件时使用 场地等

 2.可载入族的创建——以柱为例

穿斗式木构架民居柱子种类较多，有金
柱、檐柱、瓜柱等。不同位置的柱子有不同
的尺寸，将它作为可载入族进行创建，有利
于提高建模效率，下文将通过创建柱族说明
创建可载入族的操作流程与方法。

（1）绘制柱模型。程阳八寨传统民居的
柱子是承受荷载的，属于结构柱。在Revit软
件中单击“应用程序按钮”“新建”列表中
的“族”选项，选择“公制结构柱”样板文
件新建柱族（见图4）。在“创建”选项卡
“形状”面板中单击“拉伸”按钮根据柱子
的截面形状和尺寸信息绘制柱子的截面，绘
制完成后切换到立面，根据柱高设置模型中
柱子的高度。

 图3  墙族模型

图4  新建“公制结构柱”

（2）添加模型属性信息。除了要考虑柱子的形状、尺寸等信息，通常还需要添加柱子的材质。
选中建好的柱子模型，单击“属性”选项板“材质和装饰”下“材质”右侧的“<按类别>”按钮，
添加柱子的材质（见图5）。Revit中除了可以添加材质还可以添加柱子的其他属性信息，例如颜色、
年代等，添加的属性信息越多，柱子就越接近于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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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可见性。绘制好模型，添加好模
型属性信息以后，选择柱模型，单击“属性”
选项板“图形”下“可见性/图形替换”右侧
的“编辑”按钮，对柱族图元“可见性”参数
进行设置。通过设置“可见性”参数可以控制
柱族图元在何种视图中显示，也可以控制柱族
图元显示的详细程度（见图6）。

（4）保存族库。完成以上步骤以后，用
“*.rfa”的格式保存族库，然后载入项目中
进行测试（见图7）。

图5  添加材质属性 图6  柱族图元可见性设置

图7  建成的柱族模型

通过上述建模步骤可以建成传统民居构件族库，为后续搭建传统民居建筑信息模型打下基础。
（三）建筑信息模型搭建

建立好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传统民居的构件族库后，就可以搭建程阳八寨的传统民居建
筑信息模型。一般按照如下顺序建模：选择合适的项目样板，新建空白项目→根据前期调研数据创
建标高和轴网→创建墙体、门窗等族模型并依次放置→完善细节，最后完成模型的搭建。

1.选择合适项目样板

Revit软件常用的项目样板有4种类型：构造样板、建筑样板、结构样板和机械样板。这些样板
包括项目单位、线宽、填充样式、标注样式、常用族等内容，在不同类型的项目样板中，上述内容
会有所不同。构造样板不具备明显的专业特点，各种设置基本可以通用，建筑样板、结构样板和机
械样板专业特点较为明显。建筑样板主要针对建筑专业，它的族包括门、窗等，但它不包括结构样
板中多种类型的结构柱、梁等，只包括某种典型的柱子、梁；结构样板主要针对结构专业，它包括
多种类型的结构柱、梁，但只包括某种典型的建筑构件；机械样板主要用于暖通等专业。

项目样板预设的项目单位、线宽、填充样式、标注样式、常用族等内容，可以大大提高建模

效率，工程中常选择项目样板进行建模。对于大型项目、高层项目，需要的结构构件和建筑构件都
比较多，一般要将结构和建筑两个专业分开建模。但对于小型项目，结构部分需要载入的族较少，
用建筑样板建模更为方便快捷。同时，对于初学者而言，通常也是选择建筑样板。

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木构架传统民居建筑层数不多、建筑高度不高、建筑面积不大、投
资额也不多，属于小型项目，在进行建模时，选择建筑样板新建空白项目。

2.创建标高与轴网

标高和轴网都是Revit软件中的基准图元，标高是一个水平平面，凡是这个高度位置上的点都
在这一个水平平面上，它用于反映建筑构件在高度方向上的定位情况，同时标高可以用来定义楼层
层高。轴网是一个竖直面，它和标高相互垂直，我们在软件中看到的轴线，实际上是轴网和标高的
交线。因此，修改某一层的轴网时，其他层的轴网也会对应修改。轴网反映的是平面上建筑构件的
定位情况。基于标高和轴网的定位作用，创建好标高和轴网，相当于设置好了建筑的定位框架，确
定了各个构件的位置，能够方便后期放置各模型图元。

在软件中，创建标高和绘制轴网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但由于先创建标高，再绘制轴网，可
以让轴网和标高相交，能够保证在创建的每一个平面视图中都能直接观察到轴网，更方便建模，因
此一般先创建标高再绘制轴网，并且只需要在任意一个平面视图中绘制一次轴网，其他平面、立
面、剖面视图中都能够自动生成显示。

在选择合适的项目样板，完成新建空白文档后，可以根据前期在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的
考察调研数据创建标高和轴网。根据调研信息，创建4层标高，修改楼层名称为F1、F2、F3、F4，
其中F1标高为±0.000m。创建好标高以后，在“项目浏览器”选项板“楼层平面”下拉列表中双
击“F1”，切换到首层平面视图绘制轴网。创建好标高和轴网即搭建好了传统民居的定位框架，
能够为后期放置传统民居的模型图元打下基础。

3.创建族模型并依次放置

根据在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的调研数据，结合前文所述系统族和可载入族的创建过程与
方法，创建三江侗族自治县传统民居构件的族模型，建立三江侗族自治县传统民居构件族库。接
着，在新建的项目中依次放置三江侗族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各构件的族模型，形成初步的三江侗族
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建筑信息模型。

4.查缺补漏，完成模型搭建

建成初步的模型以后，需要关注模型的其余细节部分，查缺补漏，对模型进行进一步完善，
建立最终的三江侗族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建筑信息模型。

通过上述建模顺序，可以完成三江侗族自治县典型传统民居建筑信息模型的搭建。运用BIM技
术建立的模型不仅可以记录传统民居的建筑信息、展示模型三维视图效果，还可以生成二维平面图
纸，例如平面图、立面图和剖面图。毫无疑问，BIM技术功能强大、作用很多，其在传统民居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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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传承与更新中的应用优势也相当明显，后期需要进一步将BIM技术和传统民居进行结合，充分
发挥BIM技术的应用优势，助力传统民居的保护、传承与更新。同时，在此过程中，挖掘BIM技术
更多的潜能，提高BIM技术的知名度，加大推广力度。

三、结语   

文章以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八寨传统民居为例，阐述了应用BIM技术对传统民居进行建模的
思路、方法和过程，说明了使用Revit软件创建“系统族”与“可载入族”的方法、步骤及搭建建
筑信息模型的顺序，为BIM技术应用于传统民居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三江侗族自治县传统民居构件
族库记录了三江侗族自治县传统民居的建筑信息，为三江侗族自治县传统民居的建筑信息化提供
支持，并为进一步研究三江侗族自治县传统民居提供可靠的资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BIM
技术对传统民居进行建模时发现，有时候仅依靠BIM技术是不够的，在后续的研究中将探讨如何把
BIM技术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共同应用到传统民居的研究中，以丰富传统民居的研究成果，并使BIM
技术的应用得到进一步推广。

注：本文系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2021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基

于BIM技术的三江传统民居建筑构造研究”（编号：2021KY1215）研究成果。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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