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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信息模型与应用》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17101 总学时 48 学分 3

课程名称 建筑信息模型与应用

课程英文名称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适用专业
工程管理专业、工程管理（专升本）、工程管理（二学位）智能建

造专业

先修课程
（7044161）画法几何学、（7028111）房屋建筑学、（7302601）BIM

技术基础

开课部门 土木工程学院

二、 课程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为工程管理专业必修课。本课程在“画法几何学”、“BIM 技术基础”

和“房屋建筑学”课程所学相关的识图和建模内容基础上，系统阐述 BIM 在工程

管理过程中的应用，使学生了解 BIM 技术发展现状、建筑业信息化动态及发展

趋势，熟悉 BIM技术在工程管理各阶段的应用方法，掌握 BIM 项目管理平台在

工程管理中的应用方法。

三、 课程教学目标与达成途径

课程教学目标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课程目标 1：学生应了解 BIM 技术在工程管理各阶段的应用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掌握 BIM 技术应用方法，并能根据具体问题进行 BIM 技术应用方案的

策划。（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1：能够综合应用工程管理专业所学知识，针对复

杂工程管理问题，设计（研发）满足工程需求的解决方案，并在总体管理设计方

案环节体现创新意识。）

课程目标 2：学生应了解主流 BIM 软件的特点和不足，具备以工程管理过

程中的复杂问题为导向、熟练操作 BIM 软件进行预测与模拟，以及进行基本二

次开发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1：学习本专业所涉及的计算机、土木工

程、建筑学等方面的软硬件工具的使用方法、工作原理，并能够认识现代工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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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的不足之处；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2：针对建设工程管理过程中的复杂

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具，进行预测与模拟，并理

解其局限性。）

课程思政目标：课程通过融入我国在 BIM 技术领域进行艰苦卓越的自主研

发案例、我国应用 BIM 技术的重大工程案例，培养学生的科技报国情怀，使学

生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工程建设管理中的优越性，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

3.1 能够综合应用工程

管理专业所学知识，针

对复杂工程管理问题，

设计（研发）满足工程

需求的解决方案，并在

总体管理设计方案环

节体现创新意识。

课程教学目标 1、

课程思政目标

讲授、辅导答疑：重点突出、思路

清晰地讲解 BIM 标准、BIM 技术在

工程管理各阶段的应用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

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小组成员之

间互相讨论、师生互动交流分析案

例 BIM 应用方案的成功之处和有

待改进之处。

课后作业：每一章节课后都有保证

巩固学习内容的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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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

5.1 学习本专业所涉及

的计算机、土木工程、

建筑学等方面的软硬

件工具的使用方法、工

作原理，并能够认识现

代工具在使用时的不

足之处；

5.2 针对建设工程管理

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开

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

技术、资源、现代工具，

进行预测与模拟，并理

解其局限性。

课程教学目标 2

实验教学：重点突出、思路清晰地

讲解相关 BIM 软件的特点、功能、

操作流程以及存在的不足。

实验报告：每个同学提交一份实验

报告，详细记录应用 BIM 相关软件

完成项目管理任务的过程和结果。

课后作业：每一节实验教学课后都

有保证巩固软件应用的课后作业。

四、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

目标

1

1 BIM 概论

1.1 BIM 技术发展历程

1.2 BIM 技术基本概念

1.3 BIM 技术的特征

1.4 BIM 技术在工程各阶段

的应用价值

1.了解：BIM 三个层次

（ model/modelling/ma

nagement）的内涵、

BIM 软件的分类方法；

2.理解：BIM 技术的核

心特征；

3.掌握：BIM 在工程各

阶段的应用价值。

3
1、思政

目标

2

2 BIM 相关概念

2.1 工程全生命周期

2.2 工程信息管理

2.3 模型质量控制标准 LOD

1.了解：工程全生命周

期的概念；

2.理解：工程项目信息

管理的内涵；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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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

目标

3.掌握：工程各阶段中

BIM 模 型 需 达 到 的

LOD标准。

3

3 BIM 相关标准

3.1 BIM 相关标准概述

3.2 基础标准

3.3 分类编码标准

3.4 数据模型标准

3.5 过程标准

1.了解：BIM 基础标

准；

2.理解：BIM 分类编码

标准；

3.掌握：BIM 数据模型

标准、过程标准。

6 1

4

4 BIM 在设计阶段的应用

4.1 BIM 技术应用现状

4.2 BIM 参数化设计

4.3 BIM 协同设计

4.4 碰撞检查

1.了解：BIM 技术在设

计阶段的应用现状；

2.理解：BIM 协同设

计；

3.掌握：BIM 参数化设

计和碰撞检查。

6 1、2

5

5 BIM 在施工准备阶段的应

用

5.1 BIM 技术应用现状

5.2 基于 BIM的施工组织设

计

5.3 基于 BIM 的施工模拟

5.4 基于 BIM 的招投标

1.了解：施工准备阶段

项目管理的任务目录

和组织协调的具体任

务、方法与手段；

2.掌握：基于 BIM 的施

工模拟内容。

4 1

6

6 BIM 在施工阶段的应用

6.1 基于 BIM 的进度管理

6.2 基于 BIM 的质量管理

6.3 基于 BIM 的安全管理

6.4 基于 BIM 的成本管理

6.5 基于 BIM 的资料管理

6.6 竣工 BIM 模型交付

1.了解：BIM 在施工阶

段的应用点；

2.掌握：利用 BIM 技术

进行进度、安全和质量

管理及交付的方法和

步骤。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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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
教学

目标

7

7 BIM 案例研究

7.1 工程概况

7.2 BIM 应用方案

7.3 BIM 应用过程

7.4 BIM 应用效果

1.了解：BIM 应用流程

和策划方法；

2.理解：案例中 BIM 应

用方案的原理。

2
1、思政

目标

8

8 BIM 发展阻碍因素及对策

8.1 BIM 发展阻碍因素

8.2 BIM 发展推动策略

1.了解：国内外 BIM 发

展推动、阻碍因素；

2.掌握：国外 BIM 研究

信息的检索、分析方

法。

2
1、思政

目标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课程采用课堂讲授为主、软件演示、案例讨论为辅的教学方式，有关理论

和方法的内容在课堂上讲授，在教师带领下以分组讨论的形式使学生有机会对有

关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此外，课程将建立课程微信群，教师可随时解答学生疑

问。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BIM 技术及应用》，刘荣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年，ISBN：

9787112207862。

2.参考资料

（1）《BIM 手册》（第二版），查克·伊斯曼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年，ISBN：9787112194636。

（2）《BIM 应用导论》，李建成，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年，ISBN：

9787560857787。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成绩为百分制，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组成。平时成绩占 30%，

包括课堂互动、课后作业和实验环节情况；期末考试成绩占 70%，考试方式为闭

卷考试。课程思政目标的考核，注重考查学生的学习态度等。

成绩组成 考核/评价环 分值 考核/评价细则 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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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目标

平时成绩

占 30%

考核学生课堂

互动、课后作

业 完 成 的 情

况，以及和实

验报告完整和

详细情况。

30

平时成绩满分为 100分，根据得

分情况，按 30%计入课程总成绩。

评价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课堂互动情况，满分 20分；

（2）课后作业：满分 20分；

（3）实验环节情况：满分 60分；

1、2、

思 政

目标

考试成绩

占 70%

期末进行闭卷

考试。
70

满分 100分，根据得分情况，按

70%计入课程总成绩。
1、2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刘心男

大纲审核人：赵丽坤

开课系主任：赵俊兰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小软

制（修）订日期：20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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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信息模型与应用》

课程实验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 □√课内实验

课程编码 7317101 学分 3 总学时 48 实验学时 16

课程名称 建筑信息模型与应用

课程英文名称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适用专业
工程管理、工程管理（专升本）、工程管理（二学位）、智能建

造

先修课程
（7044161）画法几何学、（7028111）房屋建筑学、（7302601）

BIM 技术基础

开课部门 土木工程学院

二、 实验的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实验教学基于鲁班 iWorks BIM 项目管理平台开展。实验内容涉及工

程施工管理的主要过程与模块，包括 BIM 模型质量检查、基于 BIM 的技术交底、

4D进度模拟、质量及安全管理等。通过操作鲁班 iWorks BIM 项目管理平台，学

生可深刻了解 BIM 技术在施工管理中的应用现状，体会到 BIM 技术在施工阶段

工程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使学生能够系统全面地掌握 BIM 施工管理的方法、

工具与技巧，积累相关工作经验。

三、 实验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号 实验名称 学时 实验类型

1 实验一 BIM 模型准备 2 综合性实验

2 实验二 BIM 模型质量检查 4 综合性实验

3 实验三 基于 BIM 的技术交底 2 综合性实验

4 实验四 4D进度模拟 2 综合性实验

5 实验五 质量及安全管理 2 综合性实验

6 实验六 iWorks APP应用 2 综合性实验

7 实验七 BIM Motor应用 2 综合性实验

四、 实验安排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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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 学时
教学

目标

1

1 BIM 模型准备

1.1 介绍本课程所使用的鲁

班 iWorks BIM 项目管理平

1.2 BIM 模型基础数据输出

1.3 iWorks界面功能介绍

1.理解：鲁班 iWorks

BIM 项目管理平台的

界面功能；

2.掌握：BIM 模型基础

数据输出方法。

2 2

2

2 BIM 模型质量检查

2.1 导入多专业 BIM模型，

合并工作集

2.2 模型碰撞检查

2.3 模型孔洞检查

2.4模型净高检查

2.5 模型漫游及输出漫游视

频

1.理解：多专业 BIM 模

型导入与合并工作集

的方法；

2.掌握：模型质量检查

方法（碰撞、孔洞及净

高检查）、输出漫游视

频的方法。

4 2

3

3 基于 BIM 的技术交底

3.1 模型剖切与标注

3.2 模型视图管理

3.3 模型显示/隐藏

3.4 构件信息查询与编辑

1.理解：模型剖切与标

注方法；

2.掌握：模型视图应

用、构件信息查询与编

辑方法。

2 2

4

4 4D进度模拟

4.1 进度计划编制/导入

4.2 关联模型

4.3 任务编辑

4.4 输出 4D进度模拟视频

1.理解：进度计划编制

/导入方法；

2.掌握：关联模型、输

出 4D进度模拟视频的

方法。

2 2

5

5质量及安全管理

5.1 设置巡检点及巡检任务

5.2 质量检查及统计分析

5.3 安全检查及整改台账

1.理解：设置巡检点及

巡检任务的方法；

2.掌握：质量检查及统

计分析方法、安全检查

方法。

2 2

6

6 iWorks APP应用

6.1 iWorks APP功能介绍

6.2 模型数据应用

6.3 BIM 协作

1.理解：BIM 协作方

法；

2.掌握：模型数据应用

方法。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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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 学时
教学

目标

7

7 BIM Motor应用

7.1 Motor 客户端和网页端

功能介绍

7.2 客户端创建倾斜摄影模

型及压平调整模型

7.3 网页端浏览 BIM 模型

1.理解：网页端浏览

BIM 模型的方法；

2.掌握：客户端创建倾

斜摄影模型及压平调

整模型的方法。

2 2

五、 实验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本课程采用教师指导、学生按实验步骤动手操作、学生在操作中指导等一系

列程序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充分锻炼动手能力，提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 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及教学参考资料

1.实验教材

《BIM 技术及应用》，刘荣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年，ISBN：

9787112207862。

2.参考资料

（1）《BIM 手册》（第二版），查克·伊斯曼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年，ISBN：9787112194636。

（2）《BIM 应用导论》，李建成，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年，ISBN：

9787560857787。

七、 实验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内实验采用百分制考核，实验成绩占《建筑信息模型与应用》课程平时

成绩的 60%（占课程综合成绩的 60%×30%=18%）。本实验课程将实验结果与实

验过程相结合，进行综合评价。实验过程表现和出勤占 20%，实验分析报告占

80％。

成绩组成
考核/评价环

节
分值 考核/评价细则

教学

目标

实验过程

表现和出

勤占 20%

考核学生实验

过程表现和出

勤情况。

20

评价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1）实验过程互动情况，10分；

（2）实验课堂出勤情况：10分.

2、思

政 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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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分析

报 告 占

80％

实验报告的完

整 度 和 详 细

度。

80

（1）模型质量，10分；

（2）BIM模型质量检查，20分；

（3）基于 BIM 的技术交底，10分；

（4）4D进度模拟，10分；

（5）质量及安全巡检协作，20分；

（6）Motor 客户端及网页端应用，

10分。

2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无。

大纲执笔人：刘心男

大纲审核人：赵丽坤

开课系主任：赵俊兰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宋小软

制（修）订日期：2022年 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