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二）

1. 案例名称： 超低能耗建筑技术-被动式蒸发冷却的“蚝壳墙”

2. 结合知识点 表面传质对传热的影响规律

3. 案例意义

超低能耗建筑一直都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是

实现建筑超低能耗的关键所在。“超低能耗建筑技术”，作为目前建

筑行业的科学研发热点，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被动式

蒸发冷却的“蚝壳墙”，是广东沿海地区的民宅就地取材，将生蚝的

壳粘贴在外墙体的外表面，并充分利用当地的特殊气候，在炎热的夏

季实现有效隔热，达到室内凉爽的目的。“蚝壳墙”早在我国南北朝

时期就开始使用了，可以说是最早应用被动式蒸发冷却设计策略的实

例，彰显了先辈们的建筑智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4. 案例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采用项目式教学、案例教学、问题启发与讲练结合等教学方法组

织教学。通过任务驱动、引导、讲解、讨论、归纳总结等过程实施课

堂教学。教师提前布置课前探究任务，要求学生阅读硕士论文《蓄水

屋面热工设计室外计算参数研究》，了解影响蓄水屋面节能性能的关

键因素，及其节能效果。

课堂上教师项目任务“建筑围护结构-屋面泳池节能分析”导入，

屋面泳池属于建筑被动式蒸发冷却技术，是超低建筑能耗技术的一种

表现形式，激发学生兴趣，并以此引入思政“节能减排”。由屋面泳



池引申到建筑围护结构被动式蒸发冷却的“蚝壳墙”，激发学生的创

新精神。

（2）教学实施

知识点精讲：在我们酒店中央空调系统项目中，屋面泳池作为建

筑围护结构，就是超低能耗建筑技术的一种表现形式，那它的节能效

果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项目任务。屋面泳池的节能效果是与

它的传热量相关的，因此我们需要计算水面的总换热量，它背后的理

论基础是表面传质对传热的影响规律和理论，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知识

点。表面传质对传热的影响。分析传质对传热的影响，是后面设备部

分进行理论设计和计算的基础。

提出问题：水分蒸发是一种在身边随处可见的物理现象，那我们

如何合理利用水分蒸发来减少建筑的能耗呢？

知识点延伸：适应建筑当地气候特征和场地条件，通过被动式建

筑设计最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空调、照明需求，通过主动技术措施

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统效率，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

能源消耗提供舒适的室内环境。超低能耗建筑的采暖供冷能耗比按照

节能标准建造的建筑节能 70%以上的建筑。其中，被动式建筑设计，

就是通过一系列建筑设计与技术手段，大幅降低建筑在人们生产生活

过程中，对夏季制冷、冬季供暖、通风、照明等能源消耗的需求。利

用水分蒸发来减少建筑能耗即是被动式建筑设计的一种实现形式。

思政案例导入：将水分蒸发应用到建筑上，最早可追溯到在我国

南北朝时期的广东沿海地区，古代民居常采用“蚝壳墙”的构造方式



修建围墙，就地取材，采用生蚝壳堆积砌墙。蚝壳表面具有细小的微

孔，可以蓄存天然降水，而沿海地区雨水多，吸水后的蚝壳墙在太阳

辐射作用下蒸发，从而实现冷却的效果，因此“蚝壳墙”可以说是最

早应用被动式蒸发冷却设计策略的实例，彰显了先辈们的建筑智慧。

现今许多建筑师和研究者们更是积极应用被动式蒸发冷却来作为超

低能耗建筑的设计策略，比如我们酒店的屋顶泳池，目的就是希望能

减少屋面传热，降低空调能耗。

价值观引领：水的蒸发可以带走热量。在炎热的夏季，建筑围护

结构表面在太阳辐射和周围长波辐射的作用下迅速升温，从而使得室

内过热，影响热舒适并且增加空调能耗。利用水的蒸发可以带走围护

结构表面热量从而降低围护结构表面温度。但在围护结构表面如何利

用水的蒸发是个难题，“蚝壳墙”利用特殊的材质以及当地特殊的气

候条件，有效利用了水分蒸发达到建筑节能的目的，这正是创新精神

的体现。

课后拓展：1.项目任务：进入虚拟实验室，测试典型设计日蓄水

屋面 24小时累积传热量，分析其节能性能，完成节能报告；

2.知识拓展：蓄水屋面、种植屋面在超低能耗建筑中的应用(文

献调研)。

5. 教学反思

以激发创新精神为育人目标，采用项目任务重构教学内容，应用

规律总结—根据规律推导传热计算公式—工程应用的教学思路，经过

合理的课堂设计，使学生完成从现象到理论然后再到应用的认知，加



深了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同时，利用“超低能耗建筑”的被动式设计技术“蚝壳墙”

进行思政融入设计，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加强了学生社会责任意

识，实现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的教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