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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教学环境的改善，各院校之间关于建筑技术类课程教学的研讨会屡屡举行，充分说明了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近日整理自己参会的数篇有关建筑构造教学的论文，觉得其中一篇名为“分过蛋糕做什么——关于资
源共享和教学互动的讨论”的，颇具心得。
因而，值此《建筑构造设计基础》一书入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经修改后与电子版教学课件
合并出版之际，决定将该篇文字择要收录，作为二版的前言，以免受再行写作新文章之苦。
要是读者能够以宽大包容之心，容我偷懒，而且也容忍将一本教材的前言，弄得好像与课文本身无关
，看过后只是莞尔一笑，道声：还行吧！
那这厢就千恩万谢了。
谢谢！
分过蛋糕做什么——关于资源共享和教学互动的讨论记得前两年，我在编写和出版建筑构造课使用的
《建筑构造设计基础》的教材时，曾经在前言里将它比作端上桌面的蛋糕，希望它是一根钓鱼杆的模
样，而不要像一条鱼，或是一堆鱼。
我那时还许愿要将配套的教学课件做出来。
如今，这个愿亦已得了。
我们的学生每人都有一张经正式出版的刻录着教学课件的光盘。
于是有人戏言：蛋糕给彻底分掉了。
对于要不要将教学课件分到学生手里，学校里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学生们是举手欢呼，翘首以待；而另一方面，我的同事们则部分持保留态度。
在他们看来，教学课件等同于教师的备课笔记，一旦交给学生，就算是“兜底端”了，再怎么上课呢
？
其实当初我也曾犹豫过，怕学生拿到了课件不来听课。
倒是学生们的一句话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他们说，要真是那样，连课本也不该有啊！
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就是有关课件这样的教学资源要不要与学生共享的问题、课件分下去以后怎样
教学的问题以及继而引发的如何促成教学互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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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建筑构造设计基础》第一版的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
    本书根据初学者的特点，以系统理论为依据，从建筑物实体的构成和细部的处理及实施的可能性两
个方面，探讨对建筑物实体进行构造设计时所涉及的基本问题。
    全书共分三篇。
第一篇讨论与构造设计有关的基本问题以及常用的建筑体系和常用的建筑材料及其连接方式；第二篇
介绍建筑物各部分的构成及相互联结；第三篇阐述建筑物的构造细部处理方法及环境的关系。
书中附有大量建筑物实景照片构造详图，以及设计实例分析供读者参考。
    本书可作为建筑学、城市规划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亦可供广大建筑工程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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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排水法致密排水法致密是指预先对地基加载（例如堆载等），使土层孔隙中的水排出，达
到紧密的目的，适用于较厚的淤泥土等。
4．化学加固在土层中注人某些化学物质或胶结剂，例如水泥浆、生石灰、水玻璃等，可以使土粒胶
结起来，达到加固的目的，但必须防止污染环境。
化学物质的注入方法有高压喷射、深层搅拌及粉喷搅拌。
三、基础的构造形式（一）影响基础形式的因素基础既是建筑物的垂直承重构件向地下的延伸部分，
其构造形式及选用材料首先受到上部结构形式的影响。
例如砖混结构的墙下基础可以采用砖砌的条形基础；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柱下基础则会采用钢筋混
凝土的独立基础等，上下皆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除此之外，基础形式还与上部荷载、地基特性、施工条件及经济可能性等因素有关。
例如，高层建筑的荷载较大，往往采用桩基以及箱形基础等。
（二）基础断面的常用形式为了在地基地耐力的许可范围内将建筑物上部的荷载全部传给地基，也为
了保证建筑物的稳定性，基础的断面在底部必须扩大。
由于所用的材料不同，这种扩大的被允许范围是不同的。
1．刚性基础的断面由砖、石、素混凝土等刚性材料制作的基础称为刚性基础。
其底部扩大方式依施工特点分别为阶梯（砖、石）和锥形（素混凝土）。
因刚性基础抗剪及抗弯的性能较差，所以为了防止基础底部在受到地基的反作用力时边缘破坏失效，
必须将其扩大的程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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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构造设计基础》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院校建筑类教材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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