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建筑设计教学视频教程 教学楼建
筑设计规范(大全8篇)

一分钟，看似短暂，却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一分钟内如何
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概念？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
些关于一分钟的思考和见解，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

建筑设计教学视频教程篇一

4.1.1老年人居住建筑应按老龄阶段从自理、介助到介护变化
全过程的不同需要进行设计.

4.1.2老年人公共建筑应按老龄阶段介助老人的体能心态特征
进行设计。

4.1.3老年人公共建筑，其出人口、老年所经由的水平通道和
垂直交通设施，以及卫生间和休息室等部位，应为老年人提
供方便设施和服务条件。

4.1.4老年人建筑层数宜为三层及三层以下；四层及四层以上
应设电梯。

4.2出入口

4.2.l老年人居住建筑出人口，宜采取阳面开门。出人口内外
应留有不小于1.50mxl．50m的轮椅回旋面积。

4.2.2老年人居住建筑出人口造型设计，应标志鲜明，易于辨
认。

4.2.3老年人建筑出人口门前平台与室外地面高差不宜大
于0.40m，并应采用缓坡台阶和坡道过渡。



4.2.4缓坡台阶踏步踢面高不宜大于120mm，踏面宽不宜小
于380mmm，坡道坡度不宜大于1／12。台阶与坡道两侧应设
栏杆扶手。

4.2.5当室内外高差较大设坡道有困难时，出人口前可设升降
平台。

4.2.6出人口顶部应设而篷；出人口平台、台阶踏步和坡道应
选用坚固、耐磨、防滑的材料。

4.3过厅和走道

4.3.l老年人居住建筑过厅应具备轮椅、担架回旋条件，并应
符合下列要求：

l户室内门厅部位应具备设置更衣、换鞋用橱柜和格凳的空间。

2户室内面对走道的门与门、门与邻墙之间的距离，不应小
于0.50m，应保证轮椅回旋和门扇开启空间。

3户室内通过式走道净宽不应小于1.20m。

4.3.2老年人公共建筑，通过式走过净宽不宜小于1.80m。

4.3.3老年人出人经由的过厅、走道、房间不得设门坎，地面
不宜有高差。

4.3.4通过式走道两侧墙面0.90m和0.65m高处宜设40－50mm
的圆杆横向扶手，扶手离墙表面间距40mm；走道两侧墙面下
部应设0.35m高的护墙板。

4.4楼梯、坡道和电梯

4.4.l老年人居住建筑和老年人公共建筑，应设符合老年体能



心态特征的缓坡楼梯。

4.4.2老年人使用的楼梯间，其楼梯段净宽不得小于1.20m，
不得采用扇形踏步，不得在平台区内设踏步。

4.4.3缓坡楼梯踏步踏面宽度，居住建筑不应小于300mm，公
共建筑不应小于320mm；踏面高度，居住建筑不应大
于150mm，公共建筑不应大于130mm。踏面前缘宜设高度不
大于3mm的异色防滑警示条，踏面前缘前凸不宜大于10mm。

4.4.4不设电梯的三层及三层以下老年人建筑宜兼设坡道，坡
道净宽不宜小于1.50m，坡道长度不宜大于12.00mm，坡度不
宜大于1／12。坡道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方便残疾人使
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jgj50的有关规定。并应符
合下列要求：

l坡道转弯时应设休息平台，休息平台净深度不得小于1.50m。

2在坡道的起点及终点，应留有深度不小于l.50m的轮椅缓冲
地带。

3坡道侧面凌空时，在栏杆下端宜设高度不小于50mm的安全
档台。

4.3.4条的规定。扶手宜选用优质木料或手感较好的'其他材
料制作。

4.4.6设电梯的老年人建筑，电梯厅及轿厢尺度必须保证轮椅
和急救担架进出方便，轿厢沿周边离地0.90m和0.65m高处设
介助安全扶手。电梯速度直选用慢速度，梯门宜采用慢关闭，
并内装电视监控系统。

4.5居室



4.5.l老年人居住建筑的起居室、卧室，老年人公共建筑中的
疗养室、病房，应有良好朝向、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室外
宜有开阔视野和优美环境。

4.5.2老年住宅、老年公寓、家庭型老人院的起居室使用面积
不宜小于14m2，卧室使用面积不宜小于10m2。矩形居室的短
边净尺寸不宜小于3.00mm。老年人基础设施参数应符合附
录a的规定。

4.5.3老人院、老人疗养室、老人病房等合居型居室，每室不
宜超过三人，每人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m2。矩形居室短边净尺
寸不宜小于3.30m。

4.6厨房

4.6.l老年住宅应设独用厨房；老年公寓除设公共餐厅外，还
应设各户独用厨房；老人院除设公共餐厅外，宜设少量公用
厨房。

4.6.2供老年人自行操作和轮椅进出的独用厨房，使用面积不
宜小于6.00m2，其最小短边净尺寸不应小于2.10m。

4.6.3老人院公用小厨房应分层或分组设置，每间使用面积宜
为6.00m2－8.00m2。

4.6.4厨房操作台面高不宜小于0.75－0.80m，台面宽度不应小
于0.50m，台下净空高度不应小于0.60m，台下净空前后进深
不应小于0.25m。

4.6.5厨房宜设吊柜，柜底离地高度宜为1.40－1.50m；轮椅操
作厨房，柜底离地高度宜为1.20m。吊柜深度比案台应退
进0.5m。



4.7卫生间

4.7.1老年住宅、老年公寓、老人院应设紧邻卧室的独用卫生
间，配置三件卫生洁具，其面积不宜小于5.00m2。

4.7.2老人院、托老所应分别设公用卫生间、公用浴室和公用
洗衣间。托老所备有全托时，全托者卧室宜设紧邻的卫生间。

4.7.3老人疗养室、老人病房，宜设独用卫生间。

4.7.4老年人公共建筑的卫生间，宜临近休息厅，并应设便于
轮椅回旋的前室，男女各设一具轮椅进出的厕位小间，男卫
生间应设一具立式小便器。

4.7.5独用卫生间应设坐便器、洗面盆和浴盆淋浴器。坐便器
高度不应大于0.40m，浴盆及淋浴座椅高度不应大于0.40m。
浴盆一端应设不小于0.30m宽度坐台。

4.7.6公用卫生间厕位间平面尺寸不宜小于1.20mx2.00m，内
设0.40m高的坐便器。

4.7.7卫生间内与生便器相邻墙面应设水平高0.70m的“l”形
安全扶手或“11”形落地式安全扶手。贴墙浴盆的墙面应设
水平高度0.60m的“l”形安全扶手，水盆一侧贴墙设安全扶手。

4.7.8卫生间宜选用白色卫生洁具，平底防滑式浅浴盆。冷、
热水混合武龙头宜选用杠杆式或掀压式开关。

4.7.9卫生间、厕位间宜设平开门，门扇向外开启，留有观察
窗口，安装双向开启的插销。

4.8阳台

4.8.l老年人居住建筑的起居室或卧室应设阳台，阳台净深度



不宜小于1.50m。

4.8.2老人疗养室、老人病房宜设净深度不小于1.50m的阳台。

4.8.3阳台栏杆扶手高度不应小于1.10m，寒冷和严寒地区宜
设封闭式阳台。顶层阳台应设而篷。阳台板底或侧壁，应设
可升降的晾晒衣物设施。

4.8.4供老人活动的屋顶平台或屋顶花园，其屋顶女儿墙护栏
高度不应小于1.10m;出平台的屋顶突出物，其高度不应小
于0.60m。

4.9门窗

4.9.l老年人建筑公用外门净宽不得小于1.10m。

4.9.2老年人住宅户门和内门（含厨房门、卫生间门、阳台）
通行净宽不得小于0.80m。

4.9.3起居室、卧室、疗养室、病房等门扇应采用可观察的门。

4.9.4窗扇宜镶用无色透明玻璃。开启窗口应设防蚊蝇纱窗。

4.10室内装修

4.10.l老年人建筑内部墙体阳角部位，宜做成圆角或切角，且
在1.80m高度以下做与墙体粉刷齐平的护角。

4.10.2老年人居室不应采用易燃、易碎、化纤及散发有害有
毒气味的装修材料。

4.10.3老年人出人和通行的厅室、走道地面，应选用平整、
防滑材料，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老年人通行的楼梯踏步面应平整防滑无障碍，界限鲜明，不
宜采用黑色、显深色面料。

2老年人居室地面宜用硬质木料或富弹性的塑胶材料，寒冷地
区不宜采用陶瓷材料。

4.10.4老年人居室不宜设吊柜，应设贴壁式贮藏壁橱。每人
应有1.00m3以上的贮藏空间。

5建筑设备与室内设施

5.0.l严寒和寒冷地区老年人居住建筑应供应热水和采暖。

5.0.2炎热地区老年人居住建筑宜设空调降温设备。

5.0.3老年人居住建筑居室之间应有良好隔声处理和噪声控制。
允许噪声级不应大于45db，空气隔声不应小于50db，撞击声不
应大于75db。

5.0.4建筑物出人口雨篷板底或门口侧墙应设灯光照明。阳台
应设灯光照明。

5.0.5老年人居室夜间通向卫生间的走道、上下楼梯平台与踏
步联结部位，在其临墙离地高0.4m处宜设灯光照明。

5.0.6起居室、卧室应设多用安全电源插座，每室宜设两组，
插孔离地高度宜为0.6－0.80m；厨房、卫生间宜各设三组，插
孔离地高度宜为0.80－1.00m。

5.0.7起居室、卧室应设闭路电视插孔。

5.0.8老年人专用厨房应设燃气泄漏报警装置；老年公寓、老
人院等老年人专用厨房的燃气设备宜设总调控阀门。



5.0.9电源开关应选用宽板防漏电式按键开关，高度离地直
为1.00--1.00m。

5.0.10老年人居住建筑每户应设电话，居室及卫生间厕位旁
应设紧急呼救按扭。

5.0.11老人院床头应设呼叫对讲系统、床头照明灯和安全电
源插座。

建筑设计教学视频教程篇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委（建设厅）、民政厅（局），计
划单列市建委、民政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委、民政局，
国务院有关部门：

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一九九五年城建、建工程建设行业标
准制订、修订项目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建标[1995]661
号）的要求，由哈尔滨建筑大学生主编的《老年人建筑设计
规范》，经审查，批准为强制性行业标准，编号jgj122-99，
自10月1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建设部建筑设计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建筑技术研
究院负责管理，哈尔滨建筑大学负责具体解释，建设部标准
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建筑设计教学视频教程篇三

以下是《园林建筑》教学设计： 教学目的：

知识与技能:了解古代建筑艺术的特点。

过程与方法:通过合作探究，学生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
成就及其特点有所了解和认识。



情感态度价值观: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学生
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欣赏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能力。教学
重点：

一是通过对中国结构建筑体系的介绍以及对北京故宫总体布
局、主要建筑的屋顶形式和色彩的运用等方法的分析，了解
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特色;二是通过课文图版提供的中国古代
园林艺术的典型实例，了解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主要特点。

教学难点：

中公教育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常规)

二、复习

提问：建筑的社会作用有哪些?

三、引入新课：(出示课题)与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同样显示出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艺术成就的，是中国古代的园林艺
术。它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高度的成就，而且独树一帜，
自成体系，与欧洲、阿拉伯园林艺术并称世界三大园林体系。

中国园林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的灵
囿(“囿”是中国古代供帝王贵族进行狩猎、游乐的一种园林
形式。)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园林
逐渐形成独特的民族形式，自成体系。它的主要特点是崇尚
自然而又妙造自然，把人工美与自然美巧妙地结合起来，创
造了独树一帜的自然山水式园林。由于文人参予园林的建设，
中国古代的园林充满了文人气息和诗情画意。“诗情画意”
是中国园林的精髓，也是造园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为达



到这一目的。造园艺术家常利用古人诗文与造景的结合。其
中，苏州园林是我国园林艺术的代表作品。

欣赏：

苏州拙政园“与谁同座轩”：取苏轼词“与谁同座，明月清
风我”之句为名。苏轼词的原意是标榜清高不群，这里只借
以写景，使意境更为丰富。

中公教育

苏州网师园月到风来亭和濯缨水阁：其中，亭中横匾“月到
风来”，取自唐代韩愈的诗句“晚年秋将至，长月送风
来”;“濯缨水阁”是引用《孟子》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
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以示其志之清高。

苏州网师园殿春：其得名是由这一景区庭院内种植芍药花而
来，因为芍药花开在春末，宋代诗人苏东坡有诗云：“多谢
花工怜寂寞，尚留芍药殿春风”。“殿春”即春末，“”是
与阁相连的小屋。所以，将庭院内留住春天的一角天地，美
其名曰“殿春”，是很富于诗情画意的。

中国古代园林，是把自然的和人造的山水、花木以及建筑等
融为一体的游赏环境。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皇家园林，面
积较大，气派宏伟，如圆明园、颐和园等。二是私家园林，
风格因园主的情趣而异，如苏州的拙政园、网师园等。

三是城郊风景区和山林名胜，如杭州西湖、无锡鼋头渚等。
这种园林规模较大，多是把自然的和人造的景物融为一体。

中国的自然山水式园林，其主要特点表现在摹仿自然，以人
工的力量创造自然的景色，体现了中国古人尊重自然并与自
然相亲近的观念。在园林的布局上强调自由曲折。我们江南
面积较小的私家园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中国园林布局的另一个特点是划分景区和空间，以及善
于“借景”。借景是中国古代园林突破空间局限、丰富园景
的一种传统手法。把园林以外的风景巧妙地引“借”到园林
中来，成为园景的一部分。例如无锡寄畅园“借”锡山的景。

(录象)

中公教育

课堂小结：

思考题：中国古代建筑有哪些主要特色？以上就是《园林建
筑》教学设计。

中公教育

建筑设计教学视频教程篇四

第一节给排水

第6.1.1条馆区内应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将水就近排入城市的排
水管网或水体。污水排放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的规定。

第6.1.2条中、小型馆雨水管道的暴雨量设计重现期宜采用一
年，大型馆宜采用二年。

第6.1.3条应根据结构形式和气候条件选择合适的屋面排水方
式。藏品库房和陈列室的屋面应采用外排水系统，当必须采
用内排水时应由管道将雨水以最短的距离引至室外。

第二节暖通空调

第6.2.1条设置空气调节的藏品库房，室内温湿度应满足藏品
防护的要求，符合第4.2.2条的规定。



第6.2.2条藏品库房和陈列室的采暖宜采用热风系统。若使用
以水或汽为热媒的采暖装置，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渗漏。
严禁明火采暖。

第6.2.6条空气调节设备宜安装在专门的机房内，并装置防火
隔声门。机房内应采取消声、减振措施。

第6.2.7条熏蒸室应设置独立的排风系统，废气排放应符合国
家及地方的规定。

第三节电气

第6.3.1条大型馆的电气负荷不得低于二级,中、小型馆不得
低于三级.防火、防盗报警系统应按一级电气负荷设计或设置
应急备用电源。

第6.3.2条监视和报警电气线路应与照明和动力电气线路分开
设置，并敷设隐蔽。

第6.3.3条藏品库房的电源开关应统一安装在藏品库区的藏品
库房总门之外，并有防止漏电的安全保护装置。藏品库房内
的照明宜分区控制。

第6.3.4条藏品库房和陈列室的电气照明线路应采用铜芯绝缘
导线暗线敷设，古建筑改建可为铜芯导线塑料护套线明线敷
设。防火、防盗报警系统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铜芯导线，并装
套钢管保护。

第6.3.5条陈列室内应设置使用电化教育设施的电气线路和插
座。

第6.3.6条熏蒸室的电气开关必须在室外控制。

第6.3.7条大型馆的陈列室应设置火灾事故照明和疏散导向标



志。重要藏品库房宜有警卫照明。

第6.3.8条大型馆不应低于二级防雷，中、小型馆不应低于三
级防雷。珍品库房应为一级防雷。

文档为doc格式

建筑设计教学视频教程篇五

一、教学背景

一座建筑物的美好的艺术形象，包括建筑的构图、比例、色
彩、质感和空间感等因素。建筑艺术主要通过视觉给人以美
的享受，这与其他视觉艺术有相似之处。建筑可以像音乐那
样唤起人们庄严、雄伟、幽静、欢快等情绪，有人把美好的
建筑物喻为“凝固的音乐”。

二、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了解建筑的定义、类型、特色等基础知识；（2）学习
根据建筑物制作相应的图样；

（3）学会根据建筑结构制作图样制作组装相应的建筑模型。

2、过程与方法

（3）通过小组合作探究的形式，设计并制作建筑结构的制作
图样，并组装建筑模型。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三、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



感受建筑结构组合的艺术，并学习制作建筑结构部件与组装
建筑模型。

（2）教学难点

设计并制作建筑结构制作图样，并根据图样组装建筑模型。

四、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兴趣导入

以播放《建筑艺术》这一视频短片导入课程，引起学生的兴
趣，使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建筑的艺术美。

（二）基础概述

简单介绍建筑的定义、对象、类型。

1、定义：

根据罗马时代的建筑家维特鲁威所著的现存最早的建筑理论书
《建筑十书》的记载，建筑包含的要素应兼备用（utilitas，实
用）、强（firmitas，坚固）、美（venustas，美观）的特点，为
了实现这些特点，应确立艺术的且科学的观点。

2、对象：

建筑的对象大到包括区域规划、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等综
合的环境设计构筑、社区形成前的相关营造过程，小到室内
的家具、小物件等的制作。而其通常的对象为一定场地内的
单位。



3、类型：

（1）按建筑的使用功能分类：居民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
筑、农业建筑等。

（2）按建筑的规模分类：大量性建筑、大型性建筑等。（3）
按建筑层数分类：低层建筑、多层建筑、高层建筑等。

（三）对比学习

1、对比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

（1）以图片为媒介，和学生一起赏析对比中国传统建筑与现
代建筑的特点。

中国传统建筑以木结构建筑为主，西方的传统建筑以砖石结
构为主。现代的建筑则是以钢筋混凝土为主。

具有朴素淡雅的风格，主要以茅草、木材、砖瓦为建筑材料，
以木架构为结构方式（柱、梁、枋、檩、椽等构件古建筑），
按照结构需要的实际大小、形状和间距组合在一起。这种建
筑结构方式反映了古代宗法社会结构的清晰、有序和稳定。
由于木质材质制作的梁柱不易形成巨大的内部空间，古代建
筑便巧妙地利用外埠自然空间，组成庭院。庭院是建筑的基
本单位，它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既是人工的，又是自
然的，可以俯植花草树木，仰观风云日月，成为古人“天人
合一”观念的又一表现，也体现了中国人既含蓄内向，又开
拓进取的民族性格。古代稍大一些的建筑都是由若干个庭院
组成的建筑群，单个建筑物和庭院沿一定走向布置，有主有
次，有重点有过渡，成为有层次、有纵深的空间，呈现出一
种中国人所追求的整体美和深邃美。其中宫殿、寺庙一类比
较庄严的建筑，往往沿着中轴线一个接一个地纵向布置主要
建筑物，两侧对称的布置次要建筑物，布局平衡舒展，引人
入胜。



古人很早就能运用平衡、和谐、对称、明暗轴线等设计手法，
达到美观的效果。中式建筑重艺术装饰，但不复杂，只在主
要部位作重点装饰，如窗檐、门楣、屋脊等，布局多为均衡
式方向发展，不重高层建筑，至佛教传入后，出现了楼阁佛
塔，高建筑才得以盛行。建筑的一切艺术加工也都是对结构
体系和构件的加工，如色彩、装饰与构件结合，构成了丰富
绚丽的艺术成就，雕梁画栋，形体优美而色彩斑斓；楹联匾
额，激发意趣而遐想无穷。

通过视觉给人以美的感受。同时，建筑艺术是一种立体艺术
形式，故建筑艺术形象具有特殊的反映社会生活、精神面貌
和经济基础的功能。历代建筑艺术与它所处的历史时代、地
理气候、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密切相关，同时受到材料、结
构、施工技术的制约。中国建筑体系是以木结构为特色的独
立的建筑，在城市规划、建筑组群、单体建筑以及材料、结
构等方面的艺术处理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近现代中国
建筑艺术，则在继承优秀传统和吸收当今世上建筑艺术长处
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有所创新。

2、对比南北方民居建筑

（1）提问：就你所见到的、了解的知识，小组讨论交流：南
北方民居建筑各有什么特点？（2）南方民居：

南方建筑的特点有：江南的一些小镇，大都是一条小河流过，
两岸都是青灰色的小房子，一水的马头墙，青灰瓦，安安静
静的。一般的民居都是从门口进去，便是一个天井，旁边有
一个石水槽，那是洗衣服和洗菜的地方，往前便是一个厨房，
很大，连餐厅都包括在内了，向左一转，便是一个木楼梯，
走上楼去，那里有几间卧室。从楼上可以俯视楼下的天井，
由青石板铺就，那里在夏天时可谓是花团锦簇，到冬天则是
小孩子打雪仗的好地方。当然，这只是一种模式，各家会根
据自家的特点来设计房屋。



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四周房屋练成一体，南方民居多
使用穿斗式结构，房屋组合比较灵活。

北方建筑的特点：北方民居主要以四合院为主，布局基本是
院落庭院式布局。以北京四合院为例，基本上分为大门、影
壁、垂花门、大院、正房（坐北朝南）、后罩房，正房的东
西两侧是厢房，正房和厢房有耳旁，在刚进大门的第一进院
落有倒座房（坐南朝北），这是北京标准三进院四合院的大
体布局，北方民居基本上都是四合院建筑，只不过因为地理
位置不同，在不同的地方所表现的也有不同。

（四）总结思考

本节课主要讨论交流了关于建筑的基本内容，对比分析了传
统建筑与现代建筑、南方民居与北方民居的特点，在比较中
感受了建筑艺术美的所在。下节课我们将从建筑结构方面，
学习设计建筑结构制作图样，进一步感悟其中组合的艺术。

第二课时

设计并制作建筑结构部件

1、人员分配：

每小组内自由组合为两组，三人一起完成学习任务。

2、动手实践任务：各组设计制作自己的建筑模型。

参考课本上第三页的建筑结构制作图样，发挥想象，设计具
有小组特色的建筑结构制作图样，并制作成部件。完成快的
小组可进行建筑模型的组装工作。

制作要求：设计的建筑模型应符合相对应的实际需要，具有
建筑特色，在作品展示时向大家讲述，并接受提问。



第三课时

组装建筑模型并成果展示

1、组装建筑模型

上节课，各小组制作了建筑结构的各种部件，这节课，就请
各小组在20分钟内，利用已有的部件任意组装建筑模型，并
最后完善自己的模型。

2、成果展示

各小组带着自己的建筑模型，向大家展示并介绍其特色之处，
其他同学可提问。

3、总结评价

在各小组展示完后，老师进行总结评价。

第四课时 纸柱承重比赛 活动目标：

1、通过设计和制作纸结构，培养学生观察、设计和动手制作
的能力。

2、通过测试和改进纸结构，培养学生比较、分析和实验的能
力。

3、学生准备：观察生活中常见建筑的承重柱子的形状和结构。

4、教师准备：了解不同形状柱子的承重能力，准备好实验材
料，如a4纸、透明胶、剪刀、直尺等。 活动过程：

一、情境导入

2、板书活动内容：纸柱承重比赛



二、制作结构（比赛要求）

1、既然是比赛，那就有比赛规则，请同学们按制作要求和规
则来做。

2、明确了制作要求和比赛规则后，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纸
柱来参加比赛呢?开动你的小脑筋想一想，看看谁的想法最奇
特，与众不同，在小组里交流一个，可以画出设计图。好，
谁想好了，来和大家说一说。

3、比赛，就要体现公平，所以各小组要在相同的时间，用同
样的材料制作出你们的参赛作品，每个小组在规定时间内按
照比赛要求制作出一个或几个纸柱，选出你们小组认为最优
秀的、承重力最强的来参加比赛，纸柱制作时间为10分钟。

4、现在计时开始，就请各小组同学赶快行动吧，看看谁的设
计是最棒的。

三、纸柱承重比赛

四、比赛疑问

1、同学们，在刚才的比赛中，你有什么发现？到底什么样的
纸结构承重能力更强一些呢？

经过认真的观察与思考，我们发现双层的纸结构比单层的承
重能力强，封闭式的纸结构比开放式的承重能力强，分体式
的纸结构比独立式承重能力强。

通过实践，我们知道了，纸柱承重力的大小与形状结构、承
重面积和摆放的方法等因素都有关系。

五、拓展链接、课外延伸

即将下课，老师再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希望聪明的你回去



后想一想：纸如果不受大小、多少的限制，你还可以把它做
成什么形状的物体来使它的承重力增强呢？课后，同学们利
用课余时间把它制作出来，下节课我们可以集中展示一下，
好不好！

建筑设计教学视频教程篇六

二:在综合性建筑中，旅馆部分应有单独分区，并有独立的出
入口；对外营业的商店、餐厅等不应影响旅馆本身的使用功
能。

三：一、二级旅馆建筑3层及3层以上，三级旅馆建筑4层及4
层以上，四级旅馆建筑6层及6层以上，五、六级旅馆建筑7层
及7层以上，应设乘客电梯。

四：主要乘客电梯位置应在门厅易于看到且较为便捷的地方。

五：客房服务电梯应根据旅馆建筑等级和实际需要设置，五、
六级建筑可与乘客电梯合用。服务用房宜设服务员工作间、
贮藏间和开水间，可根据需要设置服务台。一、二、三级旅
馆建筑应设消毒间;四、五、六级旅馆建筑应有消毒设施。客
房层全部客房附设卫生间时，应设置服务人员厕所。

第3.3.1条门厅。

二、一、二、三级建筑门厅内或附近应设厕所、休息会客、
外币兑换、邮电通讯、物品寄存及预订票证等服务设施；四、
五、六级建筑门厅内或附近应设厕所、休息、接待等服务设
施。

第3.3.3条会议室。

一、大型及中型会议室不应设在客房层。



二、会议室的位置、出入口应避免外部使用时的人流路线与
旅馆内部客流路线相互干扰。

三、会议室附近应设盥洗室。

四、会议室多功能使用时应能灵活分隔为可独立使用的空间，
且应有相应的设施和贮藏间。

五、商店的位置、出入口应考虑旅客的方便，并避免噪声对
客房造成干扰。

六、洗衣房的平面布置应分设工作人员出入口、污衣入口及
洁衣出口，并避开主要客流路线。

七、职工用房的位置及出入口应避免职工人流路线与旅客人
流路线互相交叉。

第4.0.9条消防控制室应设置在便于维修和管线布置最短的地
方，并应设直通室外的出口。

建筑设计教学视频教程篇七

第一节给排水

第6.1.1条馆区内应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将水就近排入城市的排
水管网或水体。污水排放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的规定。

第6.1.2条中、小型馆雨水管道的暴雨量设计重现期宜采用一
年，大型馆宜采用二年。

第6.1.3条应根据结构形式和气候条件选择合适的屋面排水方
式。藏品库房和陈列室的屋面应采用外排水系统，当必须采
用内排水时应由管道将雨水以最短的距离引至室外。



第二节暖通空调

第6.2.1条设置空气调节的藏品库房，室内温湿度应满足藏品
防护的要求，符合第4.2.2条的规定。

第6.2.2条藏品库房和陈列室的采暖宜采用热风系统。若使用
以水或汽为热媒的采暖装置，应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渗漏。
严禁明火采暖。

第6.2.6条空气调节设备宜安装在专门的机房内，并装置防火
隔声门。机房内应采取消声、减振措施。

第6.2.7条熏蒸室应设置独立的排风系统，废气排放应符合国
家及地方的规定。

第三节电气

第6.3.1条大型馆的电气负荷不得低于二级,中、小型馆不得
低于三级.防火、防盗报警系统应按一级电气负荷设计或设置
应急备用电源。

第6.3.2条监视和报警电气线路应与照明和动力电气线路分开
设置，并敷设隐蔽。

第6.3.3条藏品库房的电源开关应统一安装在藏品库区的藏品
库房总门之外，并有防止漏电的安全保护装置。藏品库房内
的照明宜分区控制。

第6.3.4条藏品库房和陈列室的电气照明线路应采用铜芯绝缘
导线暗线敷设，古建筑改建可为铜芯导线塑料护套线明线敷
设。防火、防盗报警系统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铜芯导线，并装
套钢管保护。

第6.3.5条陈列室内应设置使用电化教育设施的电气线路和插



座。

第6.3.6条熏蒸室的电气开关必须在室外控制。

第6.3.7条大型馆的陈列室应设置火灾事故照明和疏散导向标
志。重要藏品库房宜有警卫照明。

第6.3.8条大型馆不应低于二级防雷，中、小型馆不应低于三
级防雷。珍品库房应为一级防雷。

建筑设计教学视频教程篇八

一、功能分区明确，合理组织人流和车辆交通路线，对喧闹
与安静的用房应有合理的分区与适当的分隔；来源：

三、舞厅应具有单独开放的条件及直接对外的出入口。

第3.3.1条学习辅导部分由综合排练室、普通教室、大教室及
美术书法教室等组成。其位置除综合排练室外，均应布置在
馆内安静区。

七、综合排练室的主要出入口宜设隔声门。来源：

一、美术书法教室宜为北向侧窗或天窗采光

第3.1.3条文化馆设置儿童、老年人专用的活动房间时，应布
置在当地最佳朝向和出入安全、方便的地方，并分别设有适
于儿童和老年人使用的卫生间。

第4.0.7条展览厅、舞厅、大游艺室的主要出入口宽度不应小
于1.50m。

第4.0.8条文化馆屋顶作为屋顶花园或室外活动场所时，其护
栏高度不应低于1.20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