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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数字化保护产学研协同育人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王汉辰 

（山东艺术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针对数字技术理念与实践对文博领域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古建筑数字化保护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要以人才培养、技

术创新和服务社会为目标。在教学体系构建的理念、构建内容和实施路径方面积极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径，坚持以文博科技实

践技能的培养为核心，以古建筑遗产数字化保护、利用和传承为目标，积极构建古建筑数字化保护与科技修复理论和实践体系，才

能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古建筑保护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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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理念与实践已经全面融入了文博

领域。在古建筑保护修复方面，数字化技术也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一方面，微博、微信和各种移动智能APP的出现，以及

虚拟现实技术、全息投影和三维动画技术等科技手段的推广，使古

建筑的数字化展示产生了深刻变革。另一方面，古建筑的三维建模

与图像处理技术、数字化虚拟漫游、虚拟修复等数字化系统的发展，

为古建筑的保护、修复及利用服务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所以，数字

化技术在古建筑保护修复中的广泛应用，已经成为古建筑保护领域

发展的重要趋势。 

顺应时代要求，在高校人才培养领域，古建筑数字化保护也已

成为文博和建筑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那么，古建筑数字化保

护人才的培养体系应该如何构建？我们认为，要以产学研的深度结

合为基础，以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协同育人模式为核心，以艺术

与科技融合为特色，以信息科技化手段为支撑，不断拓展古建筑遗

产数字化保护、合理利用和传承发展的教学内容，在做好实践教学

实施与教学评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培养古建筑数字化、古建筑修

复等方面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必须通过强化古建筑数字化保

护的研究和教学，健全实验实训条件，积极构建古建筑数字化保护

与科技修复实理论实践体系。在这一体系的指导下，学生能够胜任

古建筑保护与修复方案编制、材料工艺、数据信息采集、数字化处

理、模拟复原、虚拟修复工程技术等相关工作。同时，要积极促进

高校对接文博市场需求，通过促进技术成果的社会转化，助力成果

实现社会效益。 

三、 教学体系构建理念 

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的开展，要紧密结合本地区文化遗产行业

发展现实情况，也要立足学校办学经验与优势，按照教育部“双一

流”建设的标准来执行。一般来说，古建筑数字化保护产学研项目

首先要不断优化组合数字化保护实验内容，全面完善实验课教学大

纲，深入开展古建筑数字化保护的信息采集、现场测绘、三维扫描、

数字建模、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应用技术研究。其次，在协同育人

过程中，要通过引导学生对古建筑数字化采集和存储、数字化复原

和再现、数字化展示与传播,以及古建筑资源数字化开发的实践学

习，强化对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最后，要实现古建筑

的数字化产学研项目的高质量运行，高校和文博技术公司、研究机

构要合作开展课程建设、项目实习、毕业实习等不同类型的培养方

式，不断深化对合作企业、高校和相关文博机构的人才、技术的优

化调整，实现学校、企业与政府的三方共赢。 

在信息化时代，我们要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把大数据、三维重建、计算机先进技术与古建筑保

护、文物考古的社会应用需求进行深度结合。具体来说，项目内容

首先是古建筑的数字化保存。数字化保存主要利用三维扫描与建模

及图像处理技术，实现古建筑结构与装饰等信息的高精度存储。其

目的是在计算机建立相应的数字化结构信息模型，为古建筑的信息

保护、科研和保护性修缮等提供准确的数字化原始资料。其次，是

探索建立数字化古建筑虚拟博物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使观

者实现在虚拟博物馆中的漫游。再次，是古建筑及相关文物的虚拟

修复工作。利用图像处理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对建筑古迹

进行虚拟修复与复原，重现其历史原状。最后，是古建筑数字化辅

助设计。通过对古建筑结构和图案的数字化设计系统的研究，为古

建筑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服务。通过利用古建筑遗址和馆藏文物的

数字化技术、计算机辅助修复技术、计算机摄影和测量技术等数字

化技术来完成古建筑保护工作，就可以为挽救濒临消失的古建筑遗

产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古建筑数字化成果的推广方面，要通过项目实施，把古建筑

保护教学优势转化为产业、企业技术优势。在数字文博时代，古建

筑的数字化保护相关技术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可有力推动古

建筑保存和文物修复行业的发展，能对文化遗产保护起到巨大的推

动作用。当前，虚拟现实技术、全息投影和三维动画技术等新的科

技手段，已经在古建筑保护领域得到了有效推广。尤其是以百度百

科数字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数字馆等一大批数字化、智慧化博物馆

的出现，集中展现了新技术的应用前景。这些数字博物馆，利用虚

拟现实技术，通过博物馆、展览馆的虚拟化呈现，实现了博物馆展

品与参观者的智能互联。再者，在关键技术方面，要积极组建古建

筑数字化保护修复智库团队，参与指导学校教学，开展技术攻关，

通过挖掘社会企业文物保护修复技术需求，有效聚集文博行业创新

要素，推进科技成果创新。 

二、教学体系构建内容 

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古建筑数字化保护教学体系的构建，要加

大实践教学力度，在教学中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立足于全面研究古

建筑的原型制、原结构、原材料和原工艺技术，进而建立古建筑遗

产大数据。包括古建筑的地理分布、主要结构图文数据以及建筑壁

画、建筑彩绘等资料的相关数据，通过整理相关古建筑信息的采集，

数字信息、文字记录、历史文献等相关数据，建立全面系统古建筑

遗产信息资源，为文化遗产保护及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也为古建筑

保护修复的方案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本质上，数字化建筑博物馆

或数字化古建筑遗产数据库是一种以数字技术及其资源为主要基

础支撑的新的博物馆表现形态，它是一个脱离实体博物馆而以数字

化形式存在的博物馆。此外，也可运用图像处理技术和虚拟现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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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破损的古建筑进行修复，并通过与民间传统建筑修复技艺的适

当结合，树立更加现代化、规范化、可持续性的保护理念。 

在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下，要通过把教学的课堂实践、企业实

践、顶岗实习、学科竞赛等不同形式的实践项目有机结合，形成贯

通融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在古建筑保护修复的实践操作方面，要积

极开展古建筑传统修复工艺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探索。在对古建筑病

害准确认知的基础上，采取的保护技术措施要有针对性和科学性。

尤其要解决好古建筑保护传统工艺技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问题，自

觉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整理修复档案，记录保护维修过程。对于

古建筑修复而言，彩绘与壁画信息技术处理，也是尤为重要的一个

方面。要通过与企业开展数字化保护与测绘实践，利用相关数据信

息，获取高清数字化图像，并进行建筑图像的色彩比对和图像拼接

工作。上述工作的开展，最终要完成古建筑数字化实践与理论建构。

在企业与高校合作的过程中，通过以上内容的实训，使高校在古建

筑数字化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教材建设、教学改革方面不断实现

突破，从而建立起完整的产学研教学体系。 

三、教学组织与实施路径 

数字化技术对古建筑文化的当代重构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

服务文博行业技术创新，拓展高校与企业产学研合作模式，其主要

目标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与服务社会三个层面。在技术创新方面，

古建筑数字化保护要从信息社会、网络技术、数字革命等方面引入

新认识，通过融入科技内涵，寻求科技支撑，使其成为科技与文化

融合的探索者和践行者。在古建筑保护工作中，可以在虚拟和现实

的层面进行互动，开拓交互式、沉浸式、情境化的多元感知模式。

在人才培养方面，要不断优化培养的过程和环节，企业接收本科生

参与古建筑数字化保护实习实训，通过项目化教学，提高实践教学

质量。而企业研发人员要直接参与学校本科教学，在古建筑数字化

保护、古建筑壁画彩绘修复方面进行教学指导，弥补学校科研技术

骨干的不足，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做出贡献。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

教学成果、技术成果要积极为社会文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推动古

建筑保护与科技的融合，切实提高古建筑保护修复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 

在项目实施之前和实施过程中，要吸纳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

方案的修订，使古建筑数字化人才培养方案更加适应社会实际需

求。还要建立完整的实践教学组织与管理体系，在校外专业综合实

践方面，要突出实训、实践、实战的课程主体，使学生对专业知识

的学习更加全面，实践技能得到提升，践行以应用能力培养为核心

的教学理念。通过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使人才培养目标更加科学、

合理、规范。在疫情防控形势下，要积极开展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

有机结合，学校第一课堂和企业第二课堂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最大限度地保证学生学习效果，确保产学研项目的实际成效。

在实施过程中，要注重以项目为引导，以实训项目引领教学，以专

业比赛推动教学。通过组织学生参加行业技能比赛，实现古建筑数

字化保护的知识和原理，实践和应用的有效衔接，做到课堂、实践

和比赛的贯通。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努力探索形成人才共同培养、

技术共同攻关、效益全面共享的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机制。 

四、教学质量评价与反馈 

在产学研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在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专业

课程体系、精心组织教学环节的基础上，制定教学质量评价与反馈

制度。通过规范的规章制度，明确产学研项目人才培养过程性考核

与目标性考核的管理规范，全面明确项目运行的依据和规定，激励

学生掌握技能，督促教师改进教学。对于实践教学信息的采集和分

析，要运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考核相结合，日常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通过对企业导师教学质量的监测，多渠道了解学生对教

学质量的评价，确保人才培养的科学化、教学反馈的精准化。在古

建筑数字化保护人才培养过程中，虚拟现实技术、古建筑遗址数字

技术、计算机辅助修复技术、古建筑测绘技术等内容的教学对艺术

类学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要完成数字化技术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需要大量的实践训练，要使学生掌握数字化保护科技所需要的基本

技能和理论知识，就要通过定期召开教学交流会、实践座谈会、实

习总结会等形式，听取学生对企业实践实习的建议和意见，进而反

馈给合作企业，督促企业选派责任心强、专业能力强的技术骨干参

与产学研项目，针对性地对项目质量进行改进提高。 

当然，在产学研项目开展的效果与绩效评价方面，科技成果的

转化与产出也尤为重要。目前，在古建筑数字化保护领域，国内相

关技术研发的引领力量集中于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敦煌研究院、

华为技术公司等单位，这些机构承担着人工智能和数字化保护技术

创新的大量科研与实践工作。近年来，由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数

字圆明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开发的“看见”圆明园数字体验展示技术，

通过AR、VR等多种虚拟体验相结合，对圆明园著名景区复原重建，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另外，我国在长城、敦煌、京杭大运河等文化

遗迹的数字化技术开发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技术突破。要通过对这些

单位的沟通学习，组建数字化文物保护技术团队，研发文化遗产数

字化保护技术，实现文博科技创新常态化、可持续的供需对接，推

进产学研成果的转化。 

当代社会，积极应对文博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要求，探索文

化遗产数字化转型的策略与路径，构筑数字化保护人才培养教学体

系，开启文博人才培养的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

新的形势，在古建筑数字化产学研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产学

研协同育人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探索文化遗产领域关于科技保

护技术应用与推广的模式，可以树立文物领域文物与科技深度融合

发展的典范。在未来的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积极实现古建筑数字科

技的创新探索方面的突破，并且把这些新内容、新手段等主动服务

企业技术创新，主动服务社会文博行业需求，从而实现产学研协同

育人项目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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