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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建 筑 文 化 与 山 西 古 建 筑
                   ——基于超星 MOOC 系统的翻转课堂试验

主讲人：何 海 斌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系旅游管理教研室



 导课:

      2017年4月，长治学院引入了超星MOOC系统，为探索

新的教学方式搭建了重要的平台。我们利用讲授《山西旅

游文化》课程的机会，将“古建筑文化与山西古建筑”章

节植入平台进行教学试验，先期的网上教学同学们已经基

本完成了“自主性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而今天的

翻转课堂，是“知识内化”的重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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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程回顾

     1、中国古建筑历史沿革；

     2、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构件（即台基、屋身、屋顶）

         —— 视频演示；

     3、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

一、重难点讲解



（二）课程重点

      1、各个时期古建筑的特征和典型建筑文化现象；

      2、中国古建筑的屋顶形制以及特点。

（三）课程难点

      1、抬梁式和穿斗式的区别；

      2、屋顶中硬山顶和悬山顶的区别；

      3、建筑名词：开间与进深、减柱法。













二、答疑解惑

     平台开放至今，同学们一共在线提问和解答、交流问题
达924人次（其中1班441人次、2班483人次）。有一些典型
性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解释。以下选取了3个问
题，同学们在话题模块置顶可以看到。

      （一）关于古城墙

       1、问题：古代城墙如果建成“侧脚”应该更易受到雨
水侵蚀，为什么反而可以保证坚固耐久呢？

          2、提出者：王博

          3、解答：

        （1）这是一个好问题，不过和你的理解恰恰是相反的
。如梯田，为了减少水土流失，而建成如图形式，当然也会
减小雨水的冲蚀力量，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山体不受大的侵蚀
。

        
     



        另外我不知道你见过山村里
的路面没有，一般大雨过后路面
就会出现向下的小渠形状，路面
被破坏，这就是流水冲蚀的结果
。

       （2）王博 回复 何海斌 ：老
师请恕弟子愚钝，我还是没有想
明白，与梯田不同的是，梯田建
出许多平面下雨时可以截留水分
下渗，而城墙是倾斜的话形成坡
面，不是与山体侵蚀恰好一样吗
？

     



       （3）何海斌 回复 王博：城墙倾斜的不是完
全平面的坡面，而是有侧脚。如下图1。 平遥古
城裸露的城墙是被水侵蚀过的，因此看起来形成
一个教平的坡面，因为保护的砖体掉了，被水冲

蚀的厉害。如图2。如果有完整侧脚并有砖体保护
的话就形成了图3，人甚至可以攀爬的，如图3、
4.







（二）瓦当

         瓦当是古代中国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筒瓦前
端的遮挡。 

        王莽四神瓦当共四块，每块大小、分量基本
相等，瓦头为圆形，直径18厘米；瓦筒呈半圆形
，长10厘米。在瓦头上，分别是“四神”即青龙
、白虎、朱雀、玄武图案。“四神”在古代分别
代表天上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星宿。





（三）关于铃铛

         1、问题： 我想问个有些离题的问题，其实也
和建筑有关吧。很好奇为什么课程资料图片上一些
大型建筑的各个飞檐角上都要挂铃铛，是装饰还是
说有什么其他功能或寓意呢？

         2、提出者：白丽



         3、梁晓玉 长治学院

　　   古建筑上在楼角挂的那个铃铛叫惊鸟铃。 
　　惊鸟铃是古人在古刹等建筑物的塔尖、房檐
处吊挂的铃铛。风吹动铃铛造成声响，用来惊吓
鸟类，防止鸟在停留处排泄粪便等污染建筑物。

      何海斌 回复 梁晓玉 ：说得好05-16
      白丽 回复 梁晓玉 ：哇哦，原来如此，晓得了

……谢谢



游戏一：抢题神指

1、请大家打开群聊进行抢答；

2、抢答第一名的站起来回答问题；

3、打错或者不答则推给第二名回答，以此类推。



单元测试二

三、测试题讲解







单元测试三







游戏二：幸运的童鞋

1、选中的同学请回答问题；

2、回答不上来或错误你可以再指定另一同学；

3、4次以上视为本次回答失败。



四、看图测验

1、平遥市楼

                                         2、万荣稷王庙大殿



3、平遥镇国寺天王殿

                                           4、应县木塔



5、王家大院民居

6、绛州三楼 ——钟楼





五、小组讨论

 （一）背景阅读：

         山西省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立体的古
代建筑博物馆”之称。全省现存古建筑18118处，
其中省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2000余处，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达256处，居全国之冠。 

 （二）讨论题目：

          山西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古建筑遗存?
       



 

 （三）讨论要求：

        1、时间：15分钟（讨论5、汇报10）

        2、讨论完后由各组指定同学进行汇报。

        3、汇报完以后本组的同学也可以进行补充。



游戏三： 最强小组？

游戏规则：

      1、首先请各组组长抽牌；

      2、抽出红A的为A组，抽出方A的为B组；

      3、两组同学相互提问、回答，直到一方在规
定时间内答不出来为止，其他的同学可以提示。

      4、问题题干要求只能是一句话。如最高等级
的彩画是什么？

      5、总时间规定为5分钟。



六、导游讲解

（一）平遥古城讲解：5分钟 

（二）角色扮演:        3分钟

          （学生——导游；教师——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