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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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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M technology is based on three digit technology to achieve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throughout 
the entire life cycle of buildings,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Realistic 3D 
technology is a technology that digitally presents real-world objects and scenes in high-precision, high-efficiency, and 
high fidelity 3D form, which can objectively and realistically reflect the real world and provide rich spatial analysis 
functions. This article integrates real-life 3D and BIM modeling technology and applies it to practical teaching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plores its teaching practice methods, and proposes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deepening course design,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deepening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mprov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s. In order to enhance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in employment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BIM model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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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建模与实景三维融合应用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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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BIM 技术以三位数字技术为基础，实现建筑全生命周期的信息集成与共享，能有效提高设计和施工效率。
而实景三维技术是一种将真实世界的物体和场景以高精度、高效率、高逼真度的三维形式进行数字化呈现的技
术，能够客观真实反映现实世界，并提供丰富的空间分析功能。本文将实景三维与 BIM 建模技术融合并应用
于高职院校土木类专业实践教学中，探究其教学实践途径，并给出深化课程设计、创新教学方法、深化校企合
作、完善考核与评价体系等改革措施。从而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持续推进 BIM 建模类课程教学改革。

关键词：BIM 建模；实景三维；融合应用；教学改革

国际化教育科学与理论·第3卷·第6期·2024年  DOI: http://doi.org/10.26789/ijest.v3i6.1942

1 引言

随着智能建造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土木

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而BIM技术作为土木

行业项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转型的新兴技术。基

于此，高职院校土木类专业BIM建模类课程亟需进行

教学改革，以适应行业变革，切实提高学生就业竞争

力并贴合专业前瞻性[1]。基于BIM建模类课程与实景三

维进行教学改革，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方向。

2 BIM建模技术与实景三维的特点

2.1 BIM建模技术的特点

BIM建模技术是一种创新的建筑设计与管理方

法，其核心在于通过三维数字技术，将建筑物的所有

信息集成到一个统一的模型中。这一技术不仅使建筑

设计过程更加直观和高效，还极大地提升了施工阶

段的精确性和协同性。BIM模型具备高度的参数化特

性，意味着设计师可以通过调整参数来快速修改设计

方案，同时模型会自动更新相关的图纸和文档，大大

减少了人为错误和重复劳动。此外，BIM技术还支持

碰撞检测、施工模拟和物料管理等功能，帮助施工团

队在施工前预测和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提高施工效率

和质量[2]。BIM建模技术以其强大的信息集成、协同工

作和优化设计的能力，正在引领建筑行业向更加智能

化和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

2.2 实景三维的特点

实景三维技术具有高精度、高效率和高逼真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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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点。该技术通过高精度的三维扫描设备，能够

获取物体表面的细微纹理和几何形状，确保数据的准

确性和真实性。同时，采用先进的算法和设备，实景

三维技术可以快速完成大规模场景的三维重建，极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3]。此外，该技术生成的三维模型

具有高度逼真的视觉效果，能够还原出现实世界的真

实场景，为用户带来沉浸式的体验。该技术使得实景

三维技术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遗产保护等领

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3 实景三维与BIM建模课程融合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3.1 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

当前，建筑行业对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具备实

景三维建模与BIM技术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市场的

新宠。实景三维技术通过高精度扫描和建模，能够真

实再现建筑场景，为设计、施工、运维等各阶段提供

精准数据支持。而BIM技术则通过集成建筑物的全生

命周期信息，实现设计、施工、运维等各阶段的信息

共享与协同工作。将两者融合教学，能够使学生全面

掌握从数据采集、模型构建到信息管理、协同工作的

全流程技能，更好地适应未来建筑行业的需求。

3.2 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具备实景三维与BIM技术

能力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将具有显著优势[4]。一方

面，随着BIM技术在建筑行业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

的企业开始将BIM技术作为项目管理和技术应用的重

要工具，掌握BIM技术的学生将更容易获得企业的青

睐。另一方面，实景三维技术作为BIM技术的重要补

充，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直观、精准的数据支持，使

他们在项目设计、施工管理等环节中发挥更大作用。

因此，将实景三维与BIM建模课程融合教学，将有助

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就业

竞争力。

3.3 推动高职教学改革的需要

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然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往往存在理

论与实践脱节、课程内容滞后于行业发展等问题[5]。

将实景三维与BIM建模课程融合教学，正是对传统教

学模式的一种创新尝试。通过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和

技术手段，打破学科界限，实现跨学科知识的有机

融合，有助于构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教学体系。同

时，融合教学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高职教学改革注

入新的活力。

4 实景三维与BIM建模融合教学改革措施

4.1 优化课程设计

1. 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

为了将实景三维与BIM建模技术有效地融合到教

学中，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构建跨学科的

课程体系。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将实景三维和BIM建

模作为两门独立的课程来教授，而是将它们融合为一

门综合性的课程。在这门课程中，学生将学习到实

景三维数据采集、处理、建模的知识，同时也会掌握

BIM模型构建、信息集成、协同工作等技能[6]。通过这

样的课程设计，学生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两项技术

的核心要点，以及它们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

2.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实景三维与BIM建模是高度实践性的技术，因

此，在课程设计中，我们必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这

包括增加实验、实训和实习等实践教学内容，让学生

在真实或模拟的项目环境中应用所学知识，提升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可以与建

筑行业的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实践教学项目。这些项

目可以基于真实的建筑场景，要求学生利用实景三维

和BIM建模技术进行数据采集、模型构建、信息集成

等操作。通过这样的实践教学，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

理解这两项技术的应用，并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

3. 引入先进的教学技术和工具

为了提升教学效果，我们需要引入先进的教学技

术和工具。例如，我们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增

强现实（AR）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沉浸式学习环

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可以直观地感受实景三维

模型与BIM模型的构建过程，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这

两项技术的原理和应用。此外，我们还可以采用高性

能计算机和专业软件，确保学生有足够的资源进行高

效学习和实践。这些先进的教学技术和工具将极大地

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实践能力。

4.2 深化校企合作

1. 共建实践教学基地

为了深化校企合作，我们可以与建筑行业的企业

共同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这些基地可以为学生提供真

实的项目环境和实践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掌

握实景三维与BIM建模技术。同时，这些基地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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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的研发中心或技术创新中心，促进产学研用

一体化发展。通过这样的合作，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

了解建筑行业的实际需求和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适

应未来的职业发展。

2. 共同开发教学资源

除了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外，我们还可以与建筑企

业共同开发教学资源。这包括编写教材、制作教学视

频、开发在线课程等。通过这些教学资源，学生可以

更加系统地学习实景三维与BIM建模技术，并了解这

两项技术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同时，这些教学资源

也可以为企业员工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提升他们的

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3. 开展产学研用合作项目

为了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我们可以与建筑企业

开展产学研用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可以基于企业的实

际需求和技术难题，要求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

研发和创新。通过这样的合作，学生可以将所学知识

应用到实际项目中，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同时，这些合作项目也可以为企业带来实际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

为了提升教学效果，我们需要引入先进的教学技

术和工具。例如，我们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增

强现实（AR）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沉浸式学习环

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可以直观地感受实景三维

模型与BIM模型的构建过程，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这

两项技术的原理和应用。此外，我们还可以采用高性

能计算机和专业软件，确保学生有足够的资源进行高

效学习和实践。这些先进的教学技术和工具将极大地

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实践能力。

4.3 改进教学方法

1. 引入翻转课堂模式

为了提升教学效果，我们可以引入翻转课堂模

式。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可以在课前通过自学或小组

讨论的方式学习基础知识，而在课堂上则主要进行实

践操作和问题解决。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

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和

实践能力。同时，教师也可以在课堂上更加关注学生

的个性化需求和学习差异，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指导

和帮助。

2. 采用项目驱动教学法

除了翻转课堂模式外，我们还可以采用项目驱动

教学法。在这种方法下，学生会参与到一个完整的

实景三维与BIM建模项目中来，从项目策划、数据采

集、模型构建到信息集成等各个环节都会涉及到。通

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两项

技术的应用和实践过程，并提升自己的团队协作能力

和项目管理能力。

3. 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手段

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我们还可以利用信息

技术创新教学手段。例如，我们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

术进行远程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家中就能感受到真实

的项目环境和实践操作。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成果进行精准

分析和评估，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反

馈。

4.4 优化考评体系

1. 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为了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实践能力，我们

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这包括知识掌握程度的

考核、实践能力的评估、团队协作能力的评价以及创

新能力的考察等。通过这样的评价体系，我们可以更

加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发展潜力，并为他们

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2. 引入过程评价和同伴评价

除了传统的考试评价方式外，我们还可以引入过

程评价和同伴评价。过程评价主要关注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表现和努力程度，如课堂参与度、作业完成情

况等。而同伴评价则是由学生之间相互评价彼此的学

习成果和团队协作能力。通过这样的评价方式，我们

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发展潜力，并

激励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3. 建立反馈机制和持续改进机制

为了不断优化考评体系并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

我们还需要建立反馈机制和持续改进机制。这包括定

期收集学生和教师的反馈意见、对考评体系进行定期

评估和调整、以及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技术更新不断

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通过这样的机制，我们

可以确保考评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并不断提升教

学质量和效果。

5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BIM建模技术与实景三维融合应

用在高职院校土木类专业BIM建模类课程实践教学中

的融合应用，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案例相结合的方

法，揭示了这一教学模式的创新性与实用性。本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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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融合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一系列

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改革建议。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发

展和技术革新，BIM建模技术与实景三维的融合应用

将在高职院校土木类专业实践教学中发挥更加重要的

作用。我们应持续关注行业发展趋势，不断更新教学

理念与技术手段，努力构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教学

体系。共同推动高职院校土木类专业实践教学的发展

与进步，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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