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7)2025,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人工智能驱动的CAAD教学模式创新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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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建筑设计行业，推动建筑教育变革。将人工智能引入CAAD教学，有助于提升建筑设计

教学智能化水平，培养学生数字设计与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促进建筑教育与产业发展融合。传统教学模式与智能化转型的

冲突、教师AI技术应用能力不足、教学资源与技术平台支持欠缺等问题，制约了人工智能驱动CAAD教学模式创新。本文分

析了人工智能驱动CAAD教学模式创新的意义与挑战，提出构建混合式智能教学模式、加强教师AI赋能培训、完善智能化教

学资源与平台建设等创新路径，为CAAD教学变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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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建筑

设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正影响着设计方法、工具以及思

维模式，推动行业变革，面对智能设计时代的到来，高校

CAAD教学急需创新变革，以适应建筑业智能化发展需求。

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CAAD教学，开发智能化教学模式，培

养学生智能设计应用能力，已成为建筑教育改革的重要课

题，人工智能驱动的CAAD教学模式创新仍面临诸多挑战。

本文拟在分析人工智能驱动CAAD教学模式创新意义的基础

上，剖析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教学模式创新路径，

为CAAD教学变革提供参考。

1　人工智能驱动CAAD教学模式创新的意义

1.1提升建筑设计教学的智能化水平

人工智能为CAAD教学开启新的变革机缘，实现人工智能

技术与CAAD教学深度聚合，可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突破，

增进教学的智能水平。教师采用智能办法研制个性化教

学系统，给学生奉上智能式的辅导服务，基于诸如知识图

谱、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开发为建筑设计服务的智能辅

导架构。在设计实训开展阶段，教师添入生成式设计、智

能优化等工具手段，促使学生体验智能设计相关应用，造

就学生借助智能技术辅助设计的能力，采用如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等这般的技术，赋予学生沉浸式的设计方案领

会，人工智能给CAAD教学的智能转变带去新的推动力，可

推动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探索，塑造高规格智能建筑设计方

面人才[1]。

1.2培养学生数字设计与人工智能应用能力

处于数字化、智能化盛行的阶段，从事建筑设计，从业

者在数字素养和智能技术应用能力上得更上一层楼。人工

智能引领的CAAD教学模式创新探索，有利于造就学生的数

字思维和人工智能实操能力，学生依托算法编程逻辑、参

数化处理等工具，开展数字化设计的相关探索；感受一番

深度学习、智能优化等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实例。以

智能技术为后盾，学生可高效开展方案拟定与性能剖析，

设计思路得以拓展延伸，教学中掺和进人机协同、智能辅

助设计的理念，促使学生认清人工智能的长处跟局限，开

创CAAD教学模式新样态，促使学生在体验式学习当中掌握

数字化设计与智能技术应用招法，是培育未来智能建筑设

计相关人才的关键路径。

2　人工智能驱动CAAD教学模式面临的挑战

2.1传统教学模式与智能化转型的冲突

大部分高校的CAAD教学继续采用传统教学范式，看重

软件操作技能的实操训练，未着重培养数字化设计思路和

智能设计手段，直面建筑设计开启的智能变革浪潮。传统

教学模式在面对数字化时代人才培养新要求时显得力不从

心，部分教师为传统教学理念所羁绊，在人工智能、参数

化设计等前沿技术跟前持观望的样子，思想观念的转变缺

火候，主动尝试的劲头欠佳。现有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

法，很难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入进去，教学环节的设计在针

对性以及系统性上有缺失，让教学的最终效果受牵连，核

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板块，诸如数据处理工作、算法设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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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模型优化环节等，在现存教学体系里不易找到合适的

衔接点，教学内容跟智能化行业需求无法匹配，实训项目

少了工程实际背景的相关元素，学生很难拿到真实可靠的

智能设计实践体验滋味。传统教学模式同CAAD教学智能化

转型的进程中，存在着诸多冲突与矛盾，须从教学理念、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角度开展系统革新，构建由人工智

能带动的CAAD教学新样式，创新实施人才培养新方案，增

进教学适应的水平，冲破传统教学的习惯壁垒[2]。

2.2教师AI技术应用能力不足

人工智能驱动的CAAD教学模式对教师的AI素养、智能技

术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少CAAD教师缺乏人工智

能领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对智能技术的基本原理、

关键方法掌握不够，无法娴熟地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学

实践，部分教师有应用意愿，但缺乏系统训练，对如何开

展智能设计教学缺乏清晰思路，教学效果不佳，教师专业

发展与智能化发展不同步，制约了教学创新。高校对教师

智能素养提升的支持不足，教师培训体系待完善，相关的

培训内容较笼统，缺乏针对性的案例指导，实操性不强，

参训教师在短期培训后，难以将所学应用到实际教学中，

师资AI赋能的体制机制急需健全，以调动教师参与智能教

学的积极性。教师AI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CAAD教

学智能化变革的重要瓶颈，须完善教师智能素养培育体

系，创新培训模式，为教师赋能，夯实智能化教学的师资

基础。教师要率先成为智能时代的学习者、引领者，更好

驾驭智能技术，引领CAAD教学变革。

3　人工智能驱动CAAD教学模式创新路径

3.1构建混合式智能教学模式：破解传统与创新的冲突

遭遇传统教学模式与智能化转型间的矛盾，需从顶层

规划开启，把智能技术融入CAAD教学的所有阶段，铺就融

合型智能教学新路子，采取线上与线下配合、虚实聚合的

形式来做，把智能技术融入各教学环节里。线上授课借助

智慧教学平台，采用虚拟体验、人机对谈等技术，开发可

实现沉浸学习的智能教学系统，学生可经由系统，开展建

筑设计理论的自我钻研、方案探讨以及作业提交等，获得

带有个性化烙印的智能学习体验，平台嵌入了诸如智能引

导、作业判改、知识推荐这类功能，细致分析学生学习态

势，优化学习所走的路径。线下教学更倾向项目实践以及

师生互动交流，引入像BIM、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业内前沿

科技，把真实的工程项目当作载体，开展参数化设计、生

成式设计下的智能化性能分析优化相关实训，师生围绕项

目展开脑力激荡、方案研讨、问题破解，交流冲撞间点燃

创新火花。实施产学研协同人才培养，跟设计企业合作搞

出智能设计系统，让学生投身到里面，以实际项目为契机

历练智能设计实操水平，学生在网络线上、实际线下以及

校内校外的情境里递进变化，促成从智能技术体验人到智

能设计实干家的跃进[3]。

例如，高校与设计院合作，开发了大跨度空间结构智

能设计教学系统，集成参数化建模、结构分析、智能优化

等功能。学生在系统中调整参数，生成多样化设计方案，

进行结构性能评估与动态优化，平台内置智能导学助手，

提供在线答疑和优秀案例推荐，学生通过反复实践，掌握

了参数化设计、性能化设计方法，综合实践能力提升。课

堂上引入实际工程项目，开展方案竞赛和校企合作项目研

发，强化学生实操能力，该教学模式变革激发了学生学习

热情，培养了智能设计思维，受到广泛欢迎。

3.2教师AI赋能培训体系建设：提升教师技术应用能力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要主动适应角色转型，从知识传授

者转变为智能设计引领者和学习伙伴，完善教师AI素养培

育体系，提升教师技术应用能力，为CAAD教学智能化变革

奠定师资基础。健全教师培训制度，将智能素养纳入教师

发展规划，完善培训课程设置，开设人工智能理论、数字

化设计、智能优化算法等系列化、专题化培训，帮助教师

系统掌握智能技术，用于教学实践。创新培训模式，积极

开展案例教学、项目研修、教学竞赛、经验分享等，提高

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邀请行业专家开展智能设计应用

培训，为教师传授项目实战经验，选派教师赴企业挂职锻

炼，参与智能设计系统研发，强化实操能力。完善教师发

展支持机制，在绩效考核、职称评聘中突出教师智能化教

学能力导向，将参与智能教学作为考评重要内容，激发教

师内生动力，设立智能教学研究专项，支持教师开展教学

改革、技术研发，在实践中加强对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

促进教师协作交流，发挥集体智慧，成立智能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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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开展经验分享、难题研讨、教学反思，在共同备

课、磨课中促进经验迁移，在同伴启发中健全知识体系。

例如，高校制定了CAAD教师智能素养提升计划，从培

训、实践、激励、交流四个维度提升教师智能教学能力。

学校聘请BIM技术专家开设系列培训，组织智能设计教学竞

赛，优秀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教师开

发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和智能教辅系统，成立教学研究中心

定期开展教学沙龙、研讨会、教学观摩。在多元实践中，

教师智能教学能力提升，教学更加生动，与实际结合更加

紧密，教学团队多次获评市级智能教学团队，教学成果得

到广泛认可。

3.3智能化教学资源与平台建设：完善技术支持环境

构建高质量的智能化教学资源与平台，是推进CAAD教学

模式创新的重要基石。加快教材、案例库等资源建设，编

写契合智能设计理念的系列教材，系统阐述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等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建立虚拟仿真案例

库，将优秀设计案例数字化、情境化、交互化，学生可沉

浸式体验设计全过程，开发慕课、微课等线上精品资源，

创设个性化、碎片化的智能学习情境。建设开放共享的智

能教学平台，整合建筑信息模型（BIM）、地理信息系统

（GIS）、虚拟现实（VR）、物联网等技术，研发一体化的

智能设计教学系统，集知识学习、方案设计、虚拟仿真、

智能评估等功能于一体，平台能适应学生自主学习、个性

化学习需求，促进学习方式变革，以平台为纽带，实现优

质教学资源跨校共享，教师协同备课，学生跨校选课、

组队设计，有助于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加强校企协同，建

设产教融合实践基地，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

开展智能设计关键技术研发，让学生参与其中，学生在真

实项目中应用智能技术，强化创新实践能力，加强智能化

教学管理，利用大数据分析师生教与学行为，优化教学诊

改，让教学决策更加科学、精准。

例如，在“互联网+”大学生建筑设计赛事里，高校学

生小组研发出一套依托云计算的建筑性能智能分析优化体

系。系统把BIM、流体动力学仿真、参数化优化这类技术整

合，快速开展建筑采光、通风及热工性能的分析，依靠智

能算法自动制作最合适的设计参数组合，团队借助学校智

能设计实验室的资源训练模型，跟设计院协同应用到实际

的项目上，减少设计流程所花周期，提高设计成效与方案

成色，赢得企业的赞赏。成员于项目里创新实操、跨领域

整合及人机协作能力得以提升，学校把学生项目经历进行

梳理，萃取教学实例，形成实践催生案例、案例提升能力

的培养闭环，为智能建筑设计人才的培养添砖加瓦。

4　结语

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建筑设计行业，倒逼建筑教育加快

变革。高校CAAD教学要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加快教学模式

创新，培养具备数字化设计与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的高素质

人才，树立智能化教学理念，突破传统教学路径依赖，精

心设计混合式、项目式、个性化的智能教学模式，创新教

师智能素养培训，加快智慧教学支撑体系建设。在探索实

践中健全人工智能与CAAD教学融合的长效机制，推动教学

范式变革，为建筑业输送数字化设计与智能创新人才，以

高质量教育支撑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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