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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校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建设方案探索研究 
◆李  超  杨晓宇  赵鑫鑫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摘要：受 2018 年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资助，本文探究

了高校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的建设方案，并提供了一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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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

见》提出，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
比例达到 30%。而住房城乡建设部则根据《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
纲要》要求，到 2020 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 20%以
上；到 2025 年，这一比例则要升至 50%以上。因此加强对装配
式建筑设计、制造技术的研究是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发展的重要课
题。装配式建筑是建筑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是建筑业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选择，对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促进“机器换人”，
减少建筑施工污染、实现环境友好，对节能降耗、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装配式建筑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正按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发展方
向奋力前进的中国，恰逢全球技术革命的浪潮，一个由建筑、房
地产与技术共同支撑的装配式建筑中国梦，正在落地为新时代的
机遇。我国企业目前对于装配式人才缺口较大，缺口在于：装配
式项目管理人才缺乏、装配式技术人才缺乏、新型技术人才缺乏。
社会上，具有装配式经验的技术人员稀少。装配式建筑具有节能、
环保、工期短、质量有保证，可进行工厂化流水线生产等特点。
因此，高校建设装配式实训基地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建设方案研究 
通过文献检索以及对相关高校、企业进行调研，高校可通过

建立 VR 虚拟仿真实训室、装配式建筑模型展示区、装配式实体
工法楼等来促进高校装配式建筑实训基地建设。 

1.VR 虚拟仿真实训室 
装配式建筑 VR 特点有真实性、交互性、安全性、沉浸性、

联合性。有真实模拟装配式建设施工岗位要求设置，符合用人单
位岗位需求。有很强的交互性，完全代替实景操作，解决了实训
工地难找，自建实训基地投入大等困难。其中还有沉浸式操作体
验 ，用户通过 VR 设备，犹如身处装配式真实工地，真假难辨 。
并且危险性小，VR 技术模拟装配式建筑施工，无任何危险，可
反复操作。还可以进行多人联机配合，装配式建筑施工是一个多
工种配合的施工过程，系统可模拟多工种配合实训 

在 VR 虚拟仿真实训室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VR），将装配
式建筑无法实现真实实训的困难等到了解决，用户可通过 VR 设
备，真实模拟装配式施工现场，包括预制车间 VR 参观、装配式
工法楼情景教学 VR 系统、预制外墙板吊装 VR 实训、预制外墙
板安装 VR 实训、墙板临时支撑 VR 实训、套筒灌浆 VR 实训、
叠合楼板吊装 VR 实训、预制楼梯吊装实训、外墙接缝验收和处
理 VR 实训、外墙接缝施胶 VR 实训。例如预制外墙板吊装 VR
实训操作应包含有掌握外墙板挂钩要求和操作步骤、掌握墙板起
吊检查要求，如平衡性、稳定性、装置可靠性等内容、掌握不对
称构件吊装的检查和调整方法等，以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 

2.装配式建筑模型展示区 
可在实训基地建立装配式建筑模型展示区，展示区包括但不

限于模型类、材料工具类、墙画宣传类。模型类应包括经典装配
式建筑案例、装配式建筑生产车间、典型预制构件模型等。材料
工具一般有吊装工具、各式套筒、挂钩、长短支撑等新材料新工
具。墙画宣传可包括国内外装配式发展历程、装配式建筑优缺点
对比、典型构件节点图等。 

3.装配式实体工法楼 
装配式实体比例建筑教学模型可整合叠合梁、叠合楼板、装

配式柱、叠合保温外墙、外挂实心墙板、装配式阳台、装配式楼
梯、装配式女儿墙等不同构件的种类。不同类型的组件，还可以
与多种类型的结构形式相结合，形成一个组合的结构实体模型建

筑。可整合主体工程、屋面工程、水电暖通工程、装饰装修工程
等不同分部分项工程，同时还可以集成参观学习和实际操作的两
个功能。模型的构建将根据认知区域，连接支撑区域，展示区等
将装配式建筑的内部结构以及连接方式展示给学生，然后通过相
应的知识解释和图纸说明，使学生能够快速吸收相关的装配式的
知识。样板化的模型也可成为学校的一个亮点，更是专业建设的
一项重大成果，提升了学校的专业品味。可在预制吊装区以切身
实践训练为指导，结合上标准规格，物理模型展示和详细的图形
或视频注释，基于各种类型的培训案例的施工图和任务安排，以
切合建设市场主流的多个类型的实训案例施工图及任务安排为
蓝本，以参训学员全流程切身实操并分阶段验收直至全部完成实
训任务为手段，逐步了解、熟悉、消化、掌握各类建筑管理实操
技能。且区域设置装配式构件堆放区、吊装区、安装施工区三大
区域组成。其中吊装区建议采用专业厂家安装的小型起重设备，
对实际培训教师进行系统培训，使教师掌握起重设备的操作要
领。在实训和吊装过程中，由老师全过程操作演示，学生在操作
区域外进行观摩吊装过程。可将构件起吊至施工区域后，在老师
的指导下进行构件的安装。施工区域预埋有相应的构件预埋件及
指示标识，在学生老师共同配合之下，将构件安装对位。同时，
提供相应的套筒灌浆工具，让学生进行灌浆操作。施工区域还配
备相应的斜支撑和三角支撑，以供学生进行构件的支撑安装。 

三、项目建设效益 
从学生层面看，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知识渗透能力，增

强学生的核心竞争力。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学生能更好地把握教
学内容，熟悉技能的实际应用要求，培养学生在建筑技术、建筑
制图、工程制图等教学过程中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认识
与实践教学，以便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相应的施工方案和技术措
施，从而提高自己的岗位。核心竞争力为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从学校层面，有利于创建教学信息化示范点，促进专业建设，
提高就业能力。对于理论跨度大、实践性强、社会性广，而且技
术发展迅速的综合性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引入计算机、虚拟仿真、
VR 等现代技术，解决了施工工艺传统教学中理论课堂抽象生硬，
施工细节讲解不到位、工艺操作方法难以演示的问题，为学校的
教育信息化改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为建筑类专业教学提供了一
种新的示范作用，有助于提升本专业的建设水平，为我国高等教
育的专业建设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可以提供科研平台，开展
课题合作。 

从社会层面，有利于提高人才输出质量，促进院校与社会人
才的接轨。将理论知识与企业实际工程案例穿插讲解，使学生更
加直观地了解装配式建筑的种类和特性，了解装配式建筑的施工
环境，增加装配式建筑教学氛围，满足装配式教学中的认知教学。
同时在实践教学环节可以联合企业共同进行实训课程开发、确立
实习管理模式等，真正实现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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