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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目标与要求

古建筑测绘作为建筑史课程教学的重要补充，使学生对以往仅仅从书本照片

获得的对古代建筑的认识生动化和具体化，提高学生对传统建筑的切身感受，同

时通过基础资料的系统获取、整理，从而对传统建筑在自然环境、社会和文化背

景下的设计手法进行分析和比较。进而了解与之相关的社会及城市发展问题，从

而使学生对建筑师的社会责任、职业特点及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涉及的矛盾有所

了解，也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动手和社会工作能力。

测绘实习从前期准备、理论学习，到利用测绘器材进行古建测绘进程的推进，

再到最后成果的绘制，对学生是一个全面的锻炼，既深化认知中建史相关课程的

理论知识，尤其是具体的尺度控制、结构体系、构建材料、建造方法等；同时在

测绘有效开展推进过程中，强化了个体对团队协作方法与精神的认知，对学生的

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实地测绘，学会团结协作，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古建筑

制图和撰写实习报告，并进行电脑模型制作，体现课程信息化的改进。



二、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1、古建筑测绘概述

1.1 测绘工具及基本知识

1.2 总平面测绘方法

1.3 单体建筑测量方法

1.4 实测范图解读与认知

2、古建筑环境认知

2.1 参观考察实测古建筑周边环境

2.2 确定测绘方案

3、古建筑测绘

3.1 草图绘制

3.2 数据测量

3.3 仪器草图

3.4 计算机正式测绘图

4、测绘成果：

4.1 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测绘成果

4.1.1 正式图纸：主要包括总平面图、各层平面图、屋顶平面图、梁架

仰视图、立面图、剖面图、大样图等

4.1.2 模型：模型数据推敲与结构分析，建立数据模型

4.1.3 测绘工作日志

4.2 个人完成内容：测绘认知报告



三、实验及实践性环节（注：此项没有的不填）

1、测绘工具

分组领取测绘工具：皮卷尺、激光测距仪、塔尺/折尺、水平尺、钢折尺等。

自备测绘工具：钢卷尺 5M，A2 图板/A2 画夹，A3 绘图纸（可带方格底纹）/

拷贝纸，铅笔（H或 HB），几支有颜色的笔，以便在图纸上记录测得的不同尺寸，

夹子灯等相关。

2、测绘阶段

第一阶段：现场测绘，进行古建筑现场测绘与校核，在地面与梁架两个工作

平面进行数据测量，将古建的理论知识具体化认知的同时，现场锻炼学生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熟练掌握测绘工具。

第二阶段：测绘图纸的绘制，促进了学生电脑绘图与模型建立能力的锻炼。

测绘实习对象选取南京周边历史建筑，测绘分课题小组进行组织，分工测绘

合作，共同完成，注意过程中的测量数据的校对、统一。在测绘的同时进行传统

建筑的历史背景和使用现状调查，并引导学生就相关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的保护

规划和维修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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