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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研究了基于项目式学习(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教学法对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改革方法，分析

了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改革的必要性，讨论了PBL教学法融入绿色建筑设计教学的可行性，发现PBL教学法

非常适合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教学，提出了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改革的四个模块，总结了基于PBL的绿色建

筑设计课程的教学方法，展示了相关教学成果，为绿色建筑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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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eaching reform methods for green building design courses based on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teaching method. It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green build-
ing design courses and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the PBL teaching method into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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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design education.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PBL teaching method is highly suita-
ble for green building design instruction. The research proposes a four-module framework for 
course reform and summarizes teaching methodologies grounded in PBL principles. Additionally, 
it showcases relevant teaching achievements, thereby providing innovative ideas and approaches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green building education. This work offers fresh perspectives and meth-
odologies for advancing teaching innovations in green build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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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开展，绿色建筑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也在快速发展，我国目前

已经颁布了四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1]，各个省市也颁布了自己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如京津冀

工程协同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13(J)/T8427-2021，三地也在积极推进绿色建筑的发展和进步。然

而绿色建筑涉及内容较多，体系较为庞杂，在大学期间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很难单纯通过标准规范更深层

次地理解标准的规定，需要通过理想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对于绿色建筑的理解，保障教学效果。项目式

学习(PBL, Project-Based Learning)以项目为引导[2]，能够较好地解决学生对于绿色建筑的理解，是绿色建

筑设计课程的一种理想教学方式，本文探讨了 PBL 引入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的方法，为绿色建筑设计

教学提供了参考。 

2. 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2.1. 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的需求 

全球气候持续恶化，尤其是温室效应带来的气候变化尤为明显，建筑行业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根据联合国数据通，建筑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的 40% [3]。通过绿色建筑设计，可以减少建筑的能源消

耗[4]，提高资源利用率[5]，有效降低建筑对环境的影响[6]，绿色建筑已经在世界范围普遍推广，是未来

建筑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行业对于掌握绿色建筑设计能力的人才需求较为强烈，绿色建筑设计课程

的改革正好符合这一趋势，是推动绿色建筑产业发展的关键举措。 

2.2. 绿色建筑政策与标准日益严格 

各个国家都出台了自己的绿色建筑标准，如美国的 LEED [7]、英国的 BREEM [8]、日本的 CASBEE 
[9]，以及我国的《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这些标准对于绿色建筑各项技术措施制定了严格的规定，而且

标准也在不断更新，建筑设计师需要具备更高水平的绿色建筑知识与技能，在这种背景下，绿色建筑设

计课程必须与时俱进，更新教学内容，结合最新的标准规范、建筑技术、材料和设计方法，培养学生掌

握这些先进技术的能力[10]。 

2.3. 传统建筑教育模式已难以满足绿色建筑发展需求 

传统的建筑设计课程大多侧重于建筑结构、空间布局、材料使用等基本内容[11]，但对于建筑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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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利用等内容的教学往往较为薄弱，随着绿色建筑理念的兴起，要求学生应该具有

建筑学、环境工程、能源技术、材料科学等跨学科的知识和综合设计能力。 

2.4.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可持续发展意识要求 

绿色建筑设计不仅仅是技术和工程问题，它还涉及到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绿色建筑的核心理念

是实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经济效益的三者平衡。通过绿色建筑设计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更好地理

解绿色建筑的社会意义，培养他们的环境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在面对未来的建筑设计挑战时，他

们能够主动考虑建筑对自然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并寻求最优的解决方案。 

3. PBL 教学方法融入《绿色建筑设计》课程理论分析 

3.1. PBL 与绿色建筑教学的适配性分析 

PBL 教学方法以真实项目为载体[12] [13]，通过问题导向的学习过程促进学生知识建构与能力培养

[14] [15]，其核心特征与绿色建筑设计课程具有高度适配性。从教学对象维度来看，绿色建筑设计涉及建

筑学、环境科学、能源技术等交叉学科知识体系，PBL 的跨学科项目实践特性可有效突破传统学科壁垒；

从教学需求维度来看，新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4~9 章中的 110 条技术条款的实践应用要求，与 PBL
实践中学习的教学逻辑高度契合；从能力培养维度来看，绿色建筑设计师需具备标准解读、技术集成、

方案优化等综合能力，这与 PBL 强调的自主探究、团队协作、问题解决等能力目标形成映射关系。这三

种维度适配性为课程改革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3.2. PBL 教学法融入《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改革的可行性分析 

3.2.1. 政策环境支持 
国家“双碳”战略背景下，《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等政

策密集出台，为课程改革提供制度保障。京津冀协同标准 DB13(J)/T8427-2021 等地方规范的实施，更构

建了具体的教学实践场景，使 PBL 课程项目选题具有地域适应性和政策适应性。 

3.2.2. 教学资源丰富 
当前绿色建筑案例库建设日趋完善，各地都建成多项绿色建筑认证项目，为 PBL 教学提供丰富素材。

同时，BIM、EnergyPlus 等数字化工具在高校的普及，使学生能够开展能耗模拟、日照分析等定量研究，

能够确保项目实践的技术可行性。另外，通过本地校企合作平台的合作，可以打通实践教学通道，使真

实项目导入成为可能。 

3.3. 基于 PBL 的《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改革要点 

3.3.1. 课程的重构 
以《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为设计基准，建立标准解读–技术映射–方案生成–评价反馈的四阶教学

闭环。将标准条文转化为可操作的设计任务书，例如将“8.2.3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条款具象化为光伏系

统设计项目，实现标准文本向教学要素的转化。 

3.3.2. 跨学科知识的整合 
构建“核心层–支撑层–拓展层”的同心圆知识结构，如图 1 所示。核心层聚焦绿色建筑设计方法

论，支撑层整合建筑物理、环境工程等技术课程，拓展层衔接 LEED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WELL 健康评

价标准等国际标准。通过 PBL 项目串联各知识模块，如将围护结构热工设计与 CFD 模拟相结合，形成

系统化知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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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Knowledge structure of concentric circles in green buildings 
图 1. 绿色建筑同心圆知识结构 

3.3.3. 动态评价体系的构建 
借鉴 PDCA (Plan、Do、Check、Act)循环理论，建立“过程性评价 + 技术达标度 + 创新性 + 可持

续性”的课程评价模型。例如，其中技术达标度可以直接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控制项与评分项，通

过 BIM 模型审查、能耗模拟报告等载体进行量化评估，确保教学成果与行业标准接轨。 

4. 基于 PBL 的教学方法的绿色建筑课程设计 

4.1. 课程教学模块设计 

课程一共设计四个教学模块，如图 2 所示，第一模块为绿色建筑的基础理论与评价标准，课程主要

内容为，介绍绿色建筑的定义、分类及评价标准，分析绿色建筑设计的关键要素，如节能、节水、节材、

节地等措施，主要教学方法是通过讲授和案例分析，帮助学生了解绿色建筑的基本要点和标准要求；第

二模块为绿色建筑设计的原则与策略，重点讲解绿色建筑设计的基本策略，如被动式设计、智能建筑系

统、可再生能源利用等，介绍如何通过设计实现绿色建筑的节能减排，主要教学方法是使用真实案例让

学生分析和讨论设计策略，促进学生思考如何在实际建筑中应用绿色设计理念；第三模块为项目式学习

(PBL)实践项目，首先为学生设置项目目标，让学生基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选择实际项目开展设计，项

目要求遵循绿色建筑的设计标准，注重绿色建筑评价的各项指标，主要从绿色设计需求挖掘、设计方案

绿色化、方案评估与优化、成果展示几个方面展开；第四个模块为绿色建筑评价与反馈，在每个小组完

成设计方案后，教师与邀请的校外专家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估与反馈，通过教师与

专家的反馈与评估，帮助学生发现设计中的不足，并引导学生如何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改进。 
 

 
Figure 2. Green building design course module 
图 2. 绿色建筑设计课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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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 PBL 的教学方法设计 

PBL 教学方法的关键是通过实际问题驱动学习，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使学生学习并掌握相关知识

和技能。具体的课程设计流程按以下步骤开展： 
第一步，问题的引入与分组。 
首先给学生提供一个具有挑战性、开放性的问题，问题包括“设计一座符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商

业办公楼”，“优化现有建筑的绿色性能，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等。将学生分为小组，每个小组负

责一个具体的设计任务，团队成员可以寻找环境科学、能源工程、材料学等不同背景的学生参与，以实

现跨学科的合作。 
第二步，建筑绿色化需求分析与问题定义。 
学生需要首先分析建筑项目的具体需求，并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确定关键指标。例如，建筑的节

能目标、水资源利用目标、建筑的可持续材料选择等。每个小组在教师的引导下，明确绿色建筑的设计

要求，了解如何将这些要求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对接。 
第三步，绿色建筑设计方案与评价。 
基于问题背景，学生小组需要提出初步的设计方案，并通过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进行评估。在设计过

程中，学生需运用绿色建筑设计的核心技术，如太阳能利用、地热能应用、雨水收集系统、自然通风设

计等，并将其与评价标准中的具体指标对接。每个小组需要在设计过程中考虑如何优化建筑性能，如减

少能耗、提高室内环境质量、使用可持续材料等。 
第四步，方案优化与反馈。 
每个小组的设计方案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并接受其他组成员和教师的评审与反馈。在反馈环节，教

师与同学们将从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角度，指出设计中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例如，如何优化建筑

的采光与通风、如何提升能源效率、如何选择环保材料等。学生根据反馈进一步优化设计，并在下一阶

段进行方案的调整和完善。 
第五步，最终评审与总结。 
各小组提交最终的设计方案，并进行汇报展示，展示内容包括设计概念、使用的绿色建筑技术、如

何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实施的具体措施等。教师与校外专家评审通过标准化的评价表格，对每个小

组的方案进行评分，评估其符合绿色建筑标准的程度、创新性、可实施性等。最后，进行课程总结，回顾

绿色建筑设计过程中的关键点，反思设计中的挑战与解决方案，增强学生对绿色建筑设计的深刻理解。 

4.3. 教学成果展示 

以保定市某博物馆为例，开展了课程改革的探索，该博物馆位于保定市朝阳路东侧，周边为商业区，

根据河北省要求政府投资项目需要达到绿建二星标准。课程从项目初试开始引导，先要求学生对用地进

行分析，对环境宜居相关条款进行分析，之后进行无障碍设计，开展资源节约分析，最后融入健康耐久

和健康舒适条款，使绿色化贯穿整个设计，最终达到学生理解并掌握绿色建筑设计原则的目标，相关绿

色化设计图纸如图 3 所示。 

5. 结语 

在绿色建筑课程设计过程中，引入 PBL 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能够以项目为引导，不仅能够增强学

生对绿色建筑设计的全面理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跨学科协作能力。通过

项目驱动的学习，学生将在实际设计问题中获得深刻的知识和实践经验，最终能够设计出符合绿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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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的高效、环保、可持续的建筑方案，培养出合格的绿色建筑设计人才，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

高水平设计人才。 
 

 
Figure 3. Green analysis of curriculum design in a museum 
图 3. 某博物馆课程设计绿色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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