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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在暖通空调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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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学生在暖通空调课程学习过程中未能对该课程和实际工程设计之间的关系形成系统的理解、

课程内容的应用难以融会贯通等问题，将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应用于课程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工程思维能力，分析了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实施过程、实施效果及应注意的事项，以期

有效地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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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ethod in HVAC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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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ssues that students fail to develop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course and actua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an not apply the course content coherently and throughly,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ethod is applied to course teaching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o cultivate students'

engineering thinking 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mplementation effect and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of the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sake of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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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教学现状分析
暖通空调课程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

业主干专业课程之一，该课程内容涉及建筑设备工

程中的空调、供暖和通风技术，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熟悉暖通空调系统的设计规范，掌握暖通空

调系统的设计方法，掌握暖通空调系统的运行调节

方法，与其他专业课程结合，使学生初步具备暖通

空调系统设计的能力和运行调节能力[1]。因此，该

课程是一门知识综合性的专业课程，课程内容与工

程实践紧密联系。

目前国内高校该课程的教学多采用多媒体形

式授课，在 COVID-19疫情后，许多高校开展了线

上教学，清华大学建设了慕课和国家精品在线课

程，采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2]，提高了教学质量。

对于地方高校，学生时间学习不充分和自制力差则

成为制约慕课学习的主要原因[3]。为了提升教学效

果，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等得多了一定的应用[4-6]，

从实际应用情况看，暖通空调课程涉及的知识点较

多，项目则需要覆盖课程的主要内容，并且要与实

际工程问题、热点技术等相联系，项目的设置具有

一定的挑战性[7-9]，这也是制约项目驱动法教学的

主要原因。

作者所在学校的暖通空调课程采用传统的多

媒体+板书形式授课，在授课过程中引入大量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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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计内容及相关案例，通过多年的教学情况看，

学生完成理论课程学习后，在后期的空调工程课程

设计过程中，对实际工程的设计掌握欠缺，理解不

深刻，对后期的毕业设计的进度和效果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其原因是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未能对该

课程和实际工程设计之间的关系形成系统的理解，

大多数学生拘泥于课程基本知识点，很难把课程内

容和应用融会贯通。因此，近年来作者将教学内容

设计成一个具体的任务，对暖通空调课程采用项目

驱动式教学法[10]教学，从 2017年建环专业 2015

级学生持续开展至今，将后期的空调工程课程设计

任务作为暖通空调工程项目的设计任务提前引入

到课程教学过程中，利用课程设计所涉及的暖通空

调工程设计项目，将一个完整的设计项目和其必须

遵守的设计规范贯穿于课程理论教学过程中，在理

论知识讲解前明确各个知识点在项目设计中起到

的作用以及知识点所涉及的国家规范要求，通过该

方式使学生系统地理解课程理论知识点、实际工程

项目设计内容及理论知识点和实际工程项目设计

之间的关系。

1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实施过程

图 1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教学流程示例图

Fig.1 Teaching process example diagram of

project-driven teaching method

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将暖通空调工程项目的设

计任务引入课程教学过程中，一方面提高学生学习

课程的兴趣，另一方面使学生充分的了解暖通空调

工程项目设计的各个步骤以及课程各个知识点在

暖通空调工程项目设计中起到的作用，加深学生对

课程内容的理解，便于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综合掌

握。具体实施过程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下面以课

程知识点“冬季建筑的热负荷”为例，说明任务驱

动法教学的实施过程，该知识点的教学流程如图 1

所示。

1.1 问题引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通过问题引入，回顾已学习过的基本概念，通

过随堂提问、讨论或随堂练习等方式，了解学生对

已学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新问

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教材不涉及的问题，如“室外

平均温度与室内温度差较小时，热负荷该如何计

算？”，以此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带着问题

出发，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的意

识，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应用。

1.2 项目导入，引导学生问题讨论

通过工程项目图纸的引入，提出工程问题，如

“利用传热学知识分析冬季房间热量损失的途

径？热负荷的组成有哪些？”等，任课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避免填鸭式的知识满堂灌，教师的角色由灌

输者、说教者、支配者向引导者、支持者、帮助者

转变，改变以往教师主动、学生被动的情况。

1.3 项目驱动，促进学生知识理解

通过对工程问题的分析，教师讲解理论知识

点，但在讲解的过程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结合

工程项目，思考理论知识的应用条件、适用范围等，

如“结合图纸，温差修正系数如何取值？供暖系统

和空调系统热负荷计算时，室内外计算温度的取值

标准有何不同？地面地带的划分方法？”等，这样

可以避免孤立的讲解理论知识点，将工程设计图纸

或设计任务引入课堂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本”，

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成果导向性教育理念，让

学生明确学习的目标和学习的需求是什么。

1.4 知识延伸，强化学生工程思维

通过实际工程问题，结合国家设计规范和标

准，对理论知识进行拓展，使学生理解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建筑物、不同的围护结构，热负荷计算存在

差别，如“如何计算内围护结构耗热量？规范对内

围护结构耗热量计算有何要求？住宅建筑分户热

计量供暖系统热负荷计算内容？规范有何要求？

地面耗热量如何计算？”等，这些知识点在教材中

并没有体现，但这些问题在规范中都有相应的说

明，学生学习理论知识时，应注意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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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工程设计规范的重要作用。教师通过带领学生

学习相关工程设计规范知识，强化理论知识的应用

条件，培养了学生一定的工程思维能力。

2 实施效果
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进行教学，使学生逐步

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重视对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

点的掌握，明确课程学习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学会

利用网络资源，查阅相关的学习资料，如现行的国

家规范标准、国家标准图集、暖通空调工程施工图

纸、设备样本资料、工程设计论文等，做到课前预

习，课中认真听课，积极思考，积极师生互动讨论、

练习画图等，课后认真复习，完成课后作业和工程

设计作业，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学习资料，主动学习，

巩固章节知识点，系统地分析和思考各章节知识点

在暖通空调工程项目设计中起到的作用，形成初步

的工程思维能力。

课程考核采用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过程

考核包括平时表现及考勤、课后作业、工程设计作业、

实验。其中平时表现主要考查学生课堂回答问题、练

习画焓湿图情况、完成线上随堂作业以及参与讨论学

习情况，平时表现成绩占总评分的 5%。工程设计作

业主要考核学生查阅文献资料，对工程项目的分析和

方案设计能力，以及工程项目的设计计算方法和过

程，工程设计作业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10%。课后作

业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10%，实验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1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65%。

根据住建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专业认

证标准[11]，结合我校暖通空调课程教学大纲，暖通

空调课程支撑了专业认证要求培养学生的 3项能

力中的 3个子项能力，近三年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如

表 1所示。

表 1 近 3年暖通空调课程目标及达成情况表

Table 1 Course goals and their achievement table of HVAC in the past 3 years

课程目标及达成度值 2017级 2018级 2019级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1.3：掌握暖通空调系统设计的基本知识以及实践和工程应

用能力，掌握建筑冷、热、湿负荷计算的基本方法以及负荷特性分析，

熟悉暖通空调系统的类型、特点、组成、应用条件，掌握主要空气处

理设备的工作原理、空气处理过程的焓湿图分析，掌握暖通空调系统

的工程设计计算方法

0.64 0.68 0.72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3.1：能够在所学的工程知识基础上，通过广泛查阅现行的

国家标准、规范和相关文献资料，并利用最新科技成果，分析设计任

务和条件，依据现行的国家标准、规范，能够提出暖通空调系统设计

方案，掌握暖通空调工程设计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0.74 0.74 0.76

课程目标 3

毕业要求 6.1：熟知现行的国家规范和标准，掌握暖通空调相关技术

规范的适用条件和要求，对暖通空调系统的性能、能耗特点、工程项

目的设计、运行调试方案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评价，理解所提出的暖通

空调设计方案的实施对生态和人居环境的影响

0.69 0.72 0.74

由表 1可知：各年级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均有所

差异，课程目标 2达成情况较好，课程目标 1和课

程目标 2达成情况稍差。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三方

面：①学生对课程所涉及的工程基础知识训练不充

分导致其对工程基础知识的理解不深刻、应用能力

不够高；②教师引导学生对暖通空调工程基础的归

纳和总结不够充分；③学生对暖通空调设计标准和

规范条文的理解不够深入，综合应用能力不够高。

针对上述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取了持续

改进措施，主要包括：①进一步完善项目驱动式教

学法，加强课程知识点的教学设计，使课程知识点

与工程设计任务进一步融合，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②加强对暖通空调工程基础知识的讲解和分析，注

重和工程应用的联系，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采用线

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在课前课后补充课程的基础知

识，提高学生对工程基础知识掌握的熟练度和准确

度；③布置综合性设计计算作业，适当提高作业的

难度，特别是增加焓湿图的训练和应用分析，加强



·468· 制冷与空调 2023年

学生对设计计算方法、计算过程和计算内容的训

练；④归纳和总结设计规范条文，分析其在设计中

的要求，注重暖通空调系统工程案例方案的分析和

评价，培养学生方案论证分析和评价的能力。

通过持续改进措施，各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均

有所改善，客观反映出项目驱动式教学法的良好教

学效果。总体上来说，学生学习暖通空调课程的兴

趣较高，特别是引入了工程设计项目后，学生理解

了学习各知识点的重要作用，掌握了具体的计算方

法和设计方法。

3 结语
采用项目驱动式教学法，将暖通空调工程项目

的设计任务引入课程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引导学生充分了解暖通空调工程项目设计的各

个步骤以及课程各个知识点在暖通空调工程项目

设计中起到的作用，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综合理

解，有利于培养学生工程思维能力。

通过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在项目驱动式教学

实施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项目驱动式教学过程中，对工程案例的

分析、讨论互动、实施效果反馈评价等占用了一定

的理论课时，目前采取的措施是每次课程提前 5-10

分钟讲课，今后需重点解决理论知识点讲解与工程

问题分析的时间分配问题，或寻求其他的途径。

（2）项目驱动式教学过程中，为了培养学生

工程思维能力，除正常的课程小作业外，还布置了

多次工程设计大作业，教师占用大量的时间批改、

讲解反馈、评价等，学生也占用一定的理论课时接

收反馈信息，今后将进一步发挥课程团队的作用和

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形成学生课程学习兴趣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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