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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情境 1　认识建筑物

学习情境描述

本学习情境要求学生对建筑物建立初步认知，了解建筑物的分

类及等级划分，能从多角度对建筑物进行描述，理解建筑模数在建

筑中的应用，了解建筑物的构件组成。

学习目标

通过本学习情境的学习，学生应该具备以下几项能力：

1. 能说出建筑物的类型；

2. 能说出不同等级建筑物的特点；

3. 能理解建筑模数的概念，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合理运用在建筑

设计中；

4. 能说出建筑物的基本组成构件及附属构件，并理解建筑物的

设计原则。

课程思政《民用建筑
设计统一标准》

课程思政 
中国建筑的美

课程思政 中国古代
建筑的发展历史



2

建筑构造与识图 ( 活页式微课版 )

任务书

认识建筑物任务单表

专业班 组 班长 日期

工作任务：描 述你所在教学楼的类型及组成构件，并说明该建筑的特点

检查意见：

签章

 

任务分组

学生任务分配表

班级 组号 指导教师

组长 学号

组员

姓名 学号 姓名 学号

任务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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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针对你所熟悉的一栋建筑物，从建筑造型、材料、颜色、高度、层数、房间大小、门

窗设置等角度进行观察，将观察到的内容进行整理形成观察报告。

　　　　　　　　　　　　　　　　　　　　　　　　　　　　　　　　　　　　　

　　　　　　　　　　　　　　　　　　　　　　　　　　　　　　　　　　　　　

　　　　　　　　　　　　　　　　　　　　　　　　　　　　　　　　　　　　　

获取信息

了解本学习情境需要掌握的内容包括建筑物的分类、建筑物的等级划分、建筑模数的

概念等，首先需要收集相关资料。

引导问题 1：建筑物的构成要素有哪几个？

　　　　　　　　　　　　　　　　　　　　　　　　　　　　　　　　　　　　　

　　　　　　　　　　　　　　　　　　　　　　　　　　　　　　　　　　　　　

　　　　　　　　　　　　　　　　　　　　　　　　　　　　　　　　　　　　　

引导问题 2：建筑物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引导问题 3：建筑物是如何进行等级划分的？

　　　　　　　　　　　　　　　　　　　　　　　　　　　　　　　　　　　　　

　　　　　　　　　　　　　　　　　　　　　　　　　　　　　　　　　　　　　

　　　　　　　　　　　　　　　　　　　　　　　　　　　　　　　　　　　　　

引导问题 4：建筑模数是什么？建筑模数有哪几种？

　　　　　　　　　　　　　　　　　　　　　　　　　　　　　　　　　　　　　

　　　　　　　　　　　　　　　　　　　　　　　　　　　　　　　　　　　　　

　　　　　　　　　　　　　　　　　　　　　　　　　　　　　　　　　　　　　

工作实施

引导问题 5：使用专业术语从不同角度描述你所在教学楼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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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问题 6：请说出教学楼组成构件有哪些，并说出该建筑的特点。

　　　　　　　　　　　　　　　　　　　　　　　　　　　　　　　　　　　　　

　　　　　　　　　　　　　　　　　　　　　　　　　　　　　　　　　　　　　

　　　　　　　　　　　　　　　　　　　　　　　　　　　　　　　　　　　　　

评价反馈

学习情境评价表

序号 测定项目 评价标准 满分
评　价 综合

得分自评 互评 师评

1

2   

3 

4  

5

6

7

8

9

任务 1.1　建筑构成基本要素

“适用、安全、经济、美观”是我国的建 筑方针，这就构成建筑的三大基本要素——

建筑功能、建筑技术和建筑形象。

1. 建筑功能

建筑功能就是建造房屋的目的，是建筑物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使用要求。建筑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古时简单低矮的巢居到现在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从落 后的手

工作坊到先进的自动化工厂，建筑功能越来越复杂多样，人类对建筑功能的要求也日益

提高。

不同的功能要求需要不同的建筑类型，如生产性建筑、居住建筑、公共建筑等。 

2. 建筑技术

建筑技术是建造房屋的手段，包括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设备 、建筑施工等内容。

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构成了建筑的骨架，建筑设备是建造房屋的技术条件，建筑施工使建

造房屋的目的得以实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出现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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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艺的提高，新的建筑形式不断涌现，更加满足了人们对各种不同建筑功能的要求。

3. 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的塑造不但要遵循美观的原则，还要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和性质，综合考虑

建筑所在的自然条件、地域文化、经济发展和建筑技术手段。影响建 筑形象的因素包括建

筑体量、组合形式、立面构图、细部处理、建筑装饰材料的色彩和质感、光影效果等。处

理手法不同，可给人或庄重宏伟或简洁明快或轻快活泼的视觉效果，如人民大会堂、南京

中山陵、国家体育场 ( 鸟巢 )、国家大剧院等建筑给人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

在建筑的这三个基本构成要素 ( 建筑功能、建筑技术、建筑形象 ) 中，建筑功能处于

主导地位，建筑技术是实现建筑目的的必要手段，建筑形象则是建筑功能、技术的外在表

现，常常具有主观性。因而，同样的设计要求、相同的建筑材料和结构体系，也可创造完

全不同的建筑形象，产生不同的美学效果。而优秀的建筑作品是三者的辩证统一。

任务 1.2　建筑物的分类

1.2.1　按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划分

1. 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是指为工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车间、辅助车间、动力用 房、仓库等建筑。

2. 农业建筑

农业建筑是指供农业、牧业生产和加工用的建筑，如温室、畜禽饲养场、水产品养殖

场、农畜产品加工厂、农产品仓库、农机修理厂 ( 站 ) 等。

3. 民用建筑

民用建筑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居住建筑和 公共建筑两大类。其中，居住建筑可分为住

宅建筑和宿舍建筑。

(1) 居住建筑：主要是指为家庭和集体提供生活起居用的建筑，如住宅、宿舍、公寓等。

(2) 公共建筑：主要是指为人们提供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建筑，如生活服务性建筑、

科研建筑、行政办公建筑、文教建筑、托幼建筑、医疗建筑、商业建筑、体育建筑、交通

建筑、通信建筑、园林建筑、纪念建筑、观演建筑、展览建筑、旅馆建筑等。

1.2.2　按建筑层数或总高度划分

民用建筑按地上建筑高度或层数进行分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高度不大于 27.0 m 的住宅建筑、建筑高度不大于 24.0 m 的公共建筑及建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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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于 24.0 m 的单层公共建筑为低层或多层民用建筑。

(2) 建筑高度大于 27.0 m 的住 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 24.0 m 的非单层公共建筑，且高

度不大于 100.0 m 的建筑，为高层民用建筑。

(3) 建筑高度大于 100.0 m 的为超高层建筑。

一般建筑按层数划分时，公共建筑和宿舍建筑 1 ～ 3 层为低层，4 ～ 6 层为多层，不

小于 7 层为高层；住宅建筑 1 ～ 3 层为低层，4 ～ 9 层为多层，10 层及以上为高层。

1.2.3 　按建筑结构的承重方式划分

1. 墙体承重　

墙体承重是指由墙体承受建筑的全部荷载，并把荷载传递给基础的承重体系。这种承

重体系适用于内部空间较小、建筑高度较小的建筑。

2.  框架承重

框架承重是指由 钢筋混凝土梁、柱或型钢梁、柱 组成框架承受建筑的全部荷载，墙体

只起 围护和分隔作用的承重体系。其适用于跨度大、荷载大、高度大的建筑。

3. 框架墙体承重

框架墙体承重是指建筑内部由梁、柱体系承重，四周由外墙承重。其适用于局部设有

较大空间的建筑。

4. 空间结构承重

空间结构承重是指由钢筋混凝土或型钢组成空间结构承受建筑的全部荷载，如网架、

悬索、壳体等 。其适用于特种建筑、大空间建筑。

1.2.4　按建筑结构的材料划分

1. 砖混结构

砖混结构也称砌体结构，是用砖墙 ( 柱 )、钢筋混凝土楼板 及屋面板作为主要承重构件

的建筑，属于墙体承重结构体系。一般情况下，这种结构只适合于建造高度为多层及以下

的建筑物。

2. 钢筋混凝土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作为建筑的主要结构构件的建筑。

3. 钢结构

钢结构是指主要结构构件全部采用钢材，具有自重小、强度高的特点，多属于框架承

重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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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砖木结构　

砖木结构是指墙、柱用砖砌筑，楼板、屋顶用木料制作。此类建筑在城市已很 少采用，

在部分农村地区仍有采用。

1.2.5　按数量和规模划分

1.  大量性建筑

大量性建筑是指建筑数量较多的民用建筑，如居住建筑和为居民服务的一些中小型公

共建筑 ( 中小学、住宅楼、公寓  等 )。

2. 大型性建筑

大型性建筑是指建造数量较少，但单栋建筑体型比较大的公共建筑，如大型体育馆、

影剧院、航空站、海港、火车站等。

任务 1.3　建筑物的等级分类

1.3.1　建筑物的耐久等级 

以建筑主体结构的正常使用年限为依据分成 下列四级。 
一级：耐久年限为 10 0 年以上，适用于重要的建筑和高层建筑。

二级：耐久年限为 50 ～ 100 年，适用于一般性建筑。

三级：耐久年限为 25 ～ 50 年，适用于次要建筑。

四级：耐久年限为 15 年以下 ，适用于临时性建筑。

1.3.2　建筑物的耐火等级

耐火等级是依据房屋主要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确定的。按材料的燃烧性能把材

料分为不燃材料、难燃材料、可燃材料和易燃材料。耐火极限是建筑构件对火灾的耐受能

力的时间表达，指的是按时间 - 温度标 准曲线，对建筑构件进行耐火试验，从受到火的作

用时起，到失去稳定性、完整性或隔热性时止的这一段时间，单位用 h ( 小时 ) 表示。根

据我国《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规定，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分为四级，如

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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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 普通建筑 )

名称和构件
耐火等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墙

防火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3.00

承重墙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非承重外墙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 .00 不燃性 0.50 燃烧性

楼梯间的墙

电梯井的墙

住宅单元之间的墙

住宅分户墙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难燃性 0.50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房间隔墙 不燃性 0.75 不燃性 0.50 难燃性 0.50 难燃性 0.25

柱 不燃性 3.00 不燃性 2.50 不燃性 2.00 难燃性 0.50

梁 不燃性 2.00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难燃性 0.50

楼板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不燃性 0.50 燃烧性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00 可燃性 0.50 燃烧性

疏散楼梯 不燃性 1.50 不燃性 1. 00 不燃性 0.50 燃烧性

吊顶 ( 包括吊顶格栅 ) 不燃性 0.25 难燃性 0.25 难燃性 0.15 燃烧性

注：① 除规范另有规定者外，以木柱承重且以不燃烧材料作为墙体的建筑物，其耐火等级应按四级确定。

　　② 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吊顶采用不燃烧体时，其耐火极限不限。

　　③ 在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中，面积 不超过 100 m2 的房间隔墙，如执行本表的规定确有困难时，可

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0.3 h 的不燃烧体。

　　④ 一、二级耐火等级 建筑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按本表规定执行确有困难时，可采用耐火极限为

0.75 h 的不燃烧体。

任务 1.4　建筑模数和构件尺寸

1.4.1　建筑模数

建筑模数是选定的标准尺寸单位，作为尺度协调中的增值单位，也是建筑设计、建筑

施工、建筑材料与制品、建筑设备、建筑组合 件等各部门进行尺度协调的基础。

1. 基本模数

基本模数是模数协调中选用的基本尺寸单位，其数值定为 100 mm，符号为 M，即

1M =100mm。整个建筑物及其部分或建筑物组合构件的模数化尺 寸，应为基本模数的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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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扩大模 数

扩大 模数是基本模数的整倍数。扩大 模数的基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扩大模数的基数为 3M、6M、12M、15M、30M、60M 等 6 个，其相应的尺

寸分别为 300 mm、600 mm、1200 mm、1500 mm、 3000 mm、6000 mm。

(2) 竖向扩大模数的基数为 3M 和 6M，其相应的尺寸分别为 300 mm 和 600 mm。

3. 分模数

分模数是基 本模数的分数值，其基数为 (1/10M)、(1/5M)、(1/2M) 等 3 个，其相应的

尺寸分别为 10 mm、20 mm、50 mm。

4. 模数数列

模数数列是指以基本模数、扩大模数、分模数为基础扩展成的一系列尺寸，它可以保

证不同建筑及其组成部分之间尺度的统一协调，有效地减少建筑尺寸的种类，并确保尺寸

具有合理的灵活性。模数数列根据建筑空间 的具体情况有各自的使用范围，建筑物的所有

尺寸除特殊情况外，均应满 足模数数列的要求。表 1-2 所示为我国现行的模数数列。

表 1-2　模数数列

基本模数 扩大模数 分模数

1M 3M 6M 12M 15M 30M 60M (1/10)M (1/5)M (1/2)M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2300

300
600
900

1200
1500
1800
2100
2400
2700
3000
3300
3600
3900
4200
4500
4800
5100
5400
5700
6000
6300
6600
6900 

600

1200
1800
2400
3000
3600
4200
4800
5400
6000
6600
7200
7800
8400
9000
9600

1200

2400

3600

4800

6000

1500

3000

4500

6000

3000

6000

60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50

100

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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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模数 扩大模数 分模数

1M 3M 6M 12M 15M 30M 60M (1/10)M (1/5)M (1/2)M

2400
2500
2600
2700
2800
2900
3000

3100
3200
3300
3400
3500
3600

7200
7500

7200

8400

9600

10 800
12 000

7500

9000

10 500

12 000

9000

12 000
15 000
18 000
21 000
24 000
27 000
30 000
33 000
36 000

12 000

18 000

24 000

30 000

36 000

240

260

280

300
320
340

360
380
4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1.4.2　建筑构件的尺寸

为了保证建筑制品 、构配件等有关尺寸间的统一与协调，建筑模数协调尺寸分为标志

尺寸、构造尺寸和实际尺寸，有些情况下还会运用到技术尺寸。

(1) 标志尺寸：应符合模数数列的规定，用以标注建筑物定位轴线之间的距离 ( 如跨度、

柱距、层高等 )，以及建筑制品、构配件、有关设备位置界限之间的尺寸。

(2) 构造尺寸：建筑制品、构配件等生产的设计尺寸。一般情况下，构造尺寸加上缝

隙尺寸等于标志尺寸，缝隙尺寸的大小应符合模数数列的规定。标志尺寸与构造尺寸的关

系如图 1-1 所示。

(3) 实际尺寸：建筑制品、构配件等生产制作后的实有尺寸。实际尺寸与构造尺寸之

间的差数，应符合允许偏差值。

(4) 技术尺寸：建筑功能、工艺技术和结构条件在经济上处于最优状态下所允许采用

的最小尺寸数值。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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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标志尺寸大于构造尺寸                            (b) 构造尺寸大于标志尺寸

图 1-1　标志尺寸与构造尺寸的关系

任务 1.5　建筑物的构造组成及影响因素和设计原则

1.5.1　建筑 物的构造组成

针对建筑物的承载和围护两大基本功能，建筑物由建筑承载系统和建筑围护系统两部

分组成。建筑 承载系统是由基础、墙体 ( 柱 )、楼地层、屋顶、楼梯等组成的一个空间整

体结构，用以承受作用在建筑物上的全部荷载，满足承载 功能。建筑围护系统则主要通过

各种非结构的构造做法以及门窗的设置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用以承受各种自然气候条

件和各种人为因素的作用，具有保温 、隔热、防水、防潮、隔声、防火等围护功能。各种

民用建筑，一般都是由基础、墙或柱、楼地层、屋顶、楼电梯、门窗等几大部分组成，如

图 1-2 所示。

(1) 基础。基础是建筑物的垂直承重构件，承受上部传来的所有荷载及自重，并把这

些荷载传给下面的土层 ( 该土层称为地基 )。其构造要求是坚固、稳定、耐久，能经受冰冻、

地下水及所含化学物质的侵蚀，保持足够的使用年限。基础的大小、形式取决于荷载大小、

土壤性能、材料性质和承重方式。

(2) 墙或柱。墙或柱是建筑物的竖向承重构件，它承受着由屋顶和各楼层传来的各种

荷载，并把这些荷载可靠地传给基础。其设计要求是必须满足强度和稳定性要求。作为墙

体，外墙有围护的功能，抵御风霜雪雨及寒暑、太阳辐射热对室内的影响；内墙有分隔房

间的作用，所以对墙体还有保温、隔热、隔声等要求。

(3) 楼地层。分为楼层和地层。楼层直接承受着各楼层上的家具、设备及人体自重和

楼层自重，对墙或柱有水平支撑的作用，传递着风、地震等侧向水平荷载，并把上述各种

荷载传递给墙或柱。对楼层的要求是要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以及良好隔声、耐磨性能。

由于地层接近土壤，对地层的要求是坚固、耐磨、防潮和保温性能。

(4) 屋顶。屋顶既是承重构件又是围护构件。作为承重构件，和楼层相似，承受着直

接作用于屋顶的各种荷载，并把承受的各种荷载传给墙或柱。作为围护构件，用以抵御风

霜雪雨及寒暑和太阳辐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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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民用建筑的构造组成

(5) 楼、电梯。楼、电梯是多层建筑的垂直交通工具。对楼电梯的基本要求是有足够

的通行能力，以及满足人们在平时和紧急状态时通行与疏散，并符合坚固、稳定、耐磨、

安全等要求。

(6) 门窗。门与窗属于围护构件，都有采光通风的作用。门的基本功能还包括保持建

筑物内部与外部或各内部空间的联系与分隔。对门窗的要求有保温、隔热、隔声、防风

沙等。

1.5.2　建筑物构造的影响因素

所有的建筑物都有明确的使用意图，存在于自然界中，自始至终都经受着来自人为和

自然的各种影响。如果对这些影响因素没有充分考虑，就难以保证建筑物的正常使用。这

些影响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 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界的风霜雨雪、冷热寒暖、太阳辐射、大气腐蚀等都时时作用于建筑物，对建筑

物的使用质量和使用寿命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特点，在构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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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常采取相应的防水、防冻、保温、隔热、防风、防雨雪、防潮湿、防腐蚀等措施。有

时也可将一些自然特点加以利用，如北方利用太阳辐射热可提高室内温度、利用自然通风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2. 外力的影响

外力的形式多种多样，如风力、地震力、构配件的自重力、温度变化、热胀冷缩产生

的内应力以及正常使用中人群、家具设备作用于建筑物上的各种力等。在构造设计时，必

须考虑这些力的作用形式、作用位置和力的大小，以便决定构件的用材用料、尺寸形状及

连接方式。

3. 人为因素的影响

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常伴随着产生一些不利于环境的负效应，如噪声、机械振动、化

学腐蚀、烟尘，有时还有可能产生火灾等，对这些因素，设计时要认真分析，采取相应的

防范措施。

4. 技术经济条件的影响

建筑构造措施的具体实施，必将受到材料、设备、施工方法、经济效益等条件的制约。

同一建筑环节可能有不同的构造设计方案，设计时应对这些方案综合比较。例如，哪个方

案能充分满足功能要求，哪个方案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更便于实施，哪个方案能获得最好的

经济效益等，尽可能降低材料消耗、能源消耗和劳动力消耗。

1.5.3　建筑构造的设计原则

在建筑构造设计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满足使用要求

建筑构造设计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建筑物的使用功能，这也是整个设计的根本目的。

综合分析诸多因素，设法消除或减少来自各方面的不利影响，以保证使用方便、耐久性好。

2. 确保结构安全可靠

房屋设计时，不仅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结构计算，在结构设计时，还要认真分析荷载的

性质、大小，合理确定构件尺寸，确保强度和刚度，并保证构件间连接可靠。

3. 适应建筑工程的需要

建筑构造应尽量采用标准化设计，采用定型通用构配件，以提高构配件间的通用性和

互换性，为构配件生产工业化、施工机械化提供条件。

4. 执行行业政策和技术规范，注意环保、经济合理

建设政策是建筑业的指导方针，技术规范常常是知识和经验的结晶。从事建筑设计的

人员应时常了解这些政策、法规，对强制执行的标准不得打折扣。另外，从材料选择到施

工方法都必须注意保护环境、降低消耗、节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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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注意美观

有时一些细部构造直接影响着建筑物的美观效果，所以建筑物的构造方案应符合人们

的审美观念。

综上所述，建筑构造设计的总原则应是适用、安全、经济、美观。

思考题与习题

1. 单选题

(1) 某建筑公司承建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知受力部分是由钢筋混凝土或型钢组成空间

结构承受建筑的全部荷载，则该建筑物的结构承重方式属于 (　　)。
A. 框架 - 墙体承重　 B. 空间结构承重　　 C. 框架承重　 D. 墙体承重 

(2) 某建筑公司承建一住宅楼，已知该住宅楼层数为 9 层，那么该住宅属于 (　　)。
A. 多层住宅　　 B. 高层住宅　  C. 中高层住宅 D. 低层住宅

(3) 人民大会堂是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式建筑，那么如果按建筑物的耐久等级来分，属

于 (　　)。
A. 一级　　  B. 二级　　  C. 三级　　 D. 四级　 

(4) 已知某工程为 13 层的住宅，那么按工程等级来分，其属于 (　 　)。
A. 一级建筑　　 B. 四级建筑　　 C. 三级建筑　 D. 二级建筑

2. 多选题

(1) 在下列建筑中 (　　) 属于民用建筑。

A. 医院　　 B. 水塔　　 C. 鸟巢　　 D. 博物馆 E. 钢结构生产厂房

(2) 建筑模数是作为尺度协调中的增值单位，也是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建筑材料与

制品、建筑设备、建筑组合件等各部门进行尺度协调的基础，下列符合模数的数值是 (　　)。
A. 3000　　 B. 115　　　 C. 10　　　 D. 100  E. 20

3. 案例题

某建筑公司于 2009 年某月承建一园区建设，该小区住宅楼 10 栋，其中 4 栋 9 层、6
栋 6 层，为框架承重结构体系，试回答以下问题。

(1) 按规模和数量，该小区属于哪类建筑？

(2 ) 按高度及层数，该小区分为哪几种建筑？

(3) 试述框架结构的特点。

(4) 试述民用建筑的组成部分及各部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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