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建筑史》考试大纲

一、考核目的与基本要求

《中国建筑史》是专业必修课，为考试课程。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该考试主要考查学

生对中国建筑史的概貌、各重要历史时期的建筑类型、建筑成就、建筑特点，建筑历史的研

究方法和中国建筑发展的一般规律等综合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的，

进行较全面测试。通过该考试，能判别学生是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达到了本课程培养目标

的要求。

二、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1、命题的指导思想

全面考查学生对对本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主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掌握的情况。

2、命题的原则

题型尽可能多样化，题目数量多、份量小，范围广，最基本的知识一般要占 60%左右，

稍微灵活一点的题目占 20%左右，较难的题目要占 20%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题目，

即使大题目也不应占分太多，应适当压缩大题目在总的考分中所占的比例。客观性的题目应

占比较重的份量。

三、考核知识点及要求

1、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11%左右）

（1）识记：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木构建筑的种类，庑殿顶图示，歇山顶图示，悬山

图示，硬山图示，中国历史上杰出工官的姓名及其成就、所处的朝代。

（2）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多样性，单体建筑的构成，建筑群的组合，建筑与环境，

古代建筑类型。

（3）应用：木构架的特色，优缺点。中国古代单体建筑的特点。

2、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概况（17%左右）

（1）识记：六七千年前，中国代表性房屋遗址的两种类型。各个时期突出的建筑成就

与进步，陕西岐山凤雏村的早周遗址图示，汉代高颐墓阙图示。

（2）理解：原始社会建筑的发展与成就，奴隶社会建筑的发展与成就，封建社会建筑

的发展与成就。

（3）应用：汉代建筑的特点与成就，隋代建筑的特点与成就，唐代建筑的特点与成就，

宋代建筑的特点与成就，明代建筑的特点与成就，清代建筑的特点与成就。

3、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47%左右）

（1）识记：中国古代城市三个基本要素，里坊制的特点，唐长安平面图示，明清北京

平面图示。土楼的特点，阿以旺住宅的特点，云南一颗印住宅的特点，北京四合院平面图示，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平面、立面图示。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特点与成就。天津蓟县独

乐寺的特点与成就。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的特点与成就。北京妙应寺白塔立面图示。明清

江南私家园林的的基本设计原则与手法。



（2）理解：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发展概况，住宅构筑类型，宫殿、坛庙、陵墓的发展

状况，宗教建筑的发展概况，中国古代园林与风景建设。

（3）应用：唐长安的特点与成就，元大都与明清北京的特点与成就。北京四合院的形

式与特点。唐长安大明宫的特点与成就。明清北京宫殿的特点与成就。北京天坛的特点与成

就。秦始皇陵的特点。唐乾陵的特点。明十三陵的特点。佛寺的种类及各自的特点、代表建

筑。中国古代佛塔的种类及各自特点、代表建筑。明清皇家苑囿的造园艺术成就与典型实例。

明清江南私家园林的的造园艺术成就与典型实例。

4、中国古代建筑意匠（4%左右）

（1）识记：古人选址时遵循的六条原则。

（2）理解：中国古代建筑营造活动中的观念形态，中国古代建筑营构中的选址与布局。

（3）应用：中国古代建筑审美与建筑设计。

5、古代木构建筑的特征与详部演变、做法（6%左右）

（1）识记： 宋大木作举折之制图示，推山，收山

（2）理解：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台基、踏道、栏杆、铺地、大木作、墙壁、屋顶、装

修、色彩与装饰等相关知识。

（3）应用：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屋顶演变，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色彩与装饰演变

6、清式建筑做法（7%左右）

（1）识记：清式建筑举架与歇山收山图示，清式大木作的概念、分类及各自特点。

（2）理解：石作与瓦作，清式建筑做法的小木作、彩画作。

（3）应用：清代彩画种类及其等级、适用类型。

7、中国近现代建筑（8%）

（1）识记：近代建筑形式和建筑思潮。现代中国建筑作品与建筑思潮。

（2）理解：近代中国建筑发展概况，城市建设，建筑类型与建筑技术，建筑制度、建

筑教育与建筑设计机构。现代中国建筑发展概述，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建筑教育。

四、试卷结构及主要题型

1、试卷结构

基本题：60%左右，综合题 20%左右，提高题 20%左右。

2、主要题型

主要有五大题型，分别为填空题（20%）、判断题（20%）、作图题(20%）、简答题（20%）、

论述题（20%）。

五、考核方式

闭卷、笔试。

六、试题数量及时间安排

试卷应涵盖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 90%以上。填空题 10道，判断题 10道，作图题 4道，

简答题 4道，论述题 2道。总分 100分，考试时间 100分钟。

七、参考教材及其它参考资料

1、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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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谷西.中国建筑史(第七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其它参考资料：

[1]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2] 侯幼彬,李婉贞.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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