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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探讨 ①

黄靖淇，姜　力，伍国正
（湖南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建筑学专业实践性强，强调应用创新和艺术创新的结合，突出应用创新。结合建筑学专业的学科特点和当
前建筑设计课程教学中教学模式和方法的缺陷，研究“互动式”和“实地式”教学方法在建筑设计创新思维培养中的作

用，突出“理性设计”在建筑设计中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师生“双主体互动”，培养学生建筑设计的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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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学不仅是一门工程科学，而且是涉及自然、社
会、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科学，是“广义建筑学”。实

践性和创新性是该学科最基本的属性，在实践过程中重

视技术和人文、艺术等的结合，重视应用与艺术创新结

合，重点突出应用的创新［１］。建筑设计是其核心课程，实

践性强。大量的文理科知识，如建筑历史、建筑美学、建

筑构造、建筑物理、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节能等等，

都是学好建筑设计的基础。如何在建筑设计实践教学

中，启发学生的实践创新思维能力，是教学中首先需要思

考的问题。本文结合课程教学中发现的一些具体问题，

探讨建筑设计实践教学中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

方法，以期对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提供参考。

１　课程特点与当前教学的不足
建筑设计课程，在建筑学专业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连

续设置，是唯一一门贯穿于专业整个 ５年的专业课程。
课程特点是：理论性强，概念抽象，知识面广，知识点多，

综合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强。整个课程体系系统性很强，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循序渐进。传统的建筑设计课程教

学模式是：安排设计课题，让学生能在设计过程中应用、

熟识所学的相近知识。这种教学形式由于学习规律性

强，目的明确，学习方法相对简单，一直被广大建筑类院

系广泛采纳。但这种教学模式存在很多不足：其一，使用

太久，已缺失创新性；其二，和建筑学的其它交叉学科有

着很多的共通之处，从某种角度而言，无非则是多增加几

个设计题目，反而加大了学生的负担；其三，与实际结合

不够紧密，不能让学生更好地体验和感受到建筑，使得学

生在设计过程中过分重视建筑构思的表达、空间与造型

的设计，而对建筑技术、建筑环境、建筑材料等相关因素

对建筑设计的影响考虑不足，以致不能更好地进行创新

设计和表达。

针对以上课程特点与教学模式和方法的不足，笔者

认为：在实践教学中，应加入互动式教学和实地式教学，

以避免传统教学的单一性和重复性；按照以“以学生为主

体”的理念，实现师生“双主体互动”，从注重培养学生体

验与感知能力着手，改善教学方法，使学生能真正体会设

计课的教学目的，唤起对建筑设计的兴趣，在实践体验过

程中培养建筑设计的创新思维，了解建筑师应具有的品

质和社会责任。

２　创新思维培养教学方法探讨
一是互动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包括思维互动和实践

互动。思维互动我们称之为问题启发教学方法。“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预设问题，启

发学生查阅相关资料，积极思考，让学生理解建筑设计及

创作的相关事情，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

创新思维。实践互动我们称之为情景模拟体验教学方

法，例如在做建筑设计时，先应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图文

并茂，在给学生讲解相关知识后，再经过多个类似的实

例，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该类建筑设计要点。在设计实

践中，要求学生先动手制作建筑模型，运用所学自由选择

地形和模型的材料，加强对模型空间的组合和艺术构成

的学习。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亲身体验到由于地形和材

料不同而给建筑空间设计带来的影响。模型制作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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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建筑空间的认识，学生充分利用模

型的实体性和三维性理解建筑空间。通过模型，学生对

于建筑基本空间尺度感有了感性认识，根据自己的体验

能去思考对一个空间的基本评价标准有哪些，怎样的设

计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体会“理性设计”在建筑设计中

的重要性。在模型制作过程中，学生可以理解建筑空间、

结构、采光、形式美等相关知识，感受建筑设计方案的优

缺点，体会建筑设计创新的方法。这样，在以后的建筑设

计中，他们会处处站在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去思考设计是

否合理、舒适，从而进行合理的建筑设计方案创新。

在互动式教学过程中，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学习

积极性大大增高，由被动学慢慢变为了主动学。通过这

种互动式的参与、体验和实践，学生形成了对建筑设计及

相关知识掌握与运用的良好学习态度。在这种高涨的学

习氛围中，创新的素质和学习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研究

性学习方法得以形成。

二是实地式教学。实地式教学是由教师引导学生走

出教室，到更轻松更有利于教学的环境中体验式的教学

方法。通过改变教学地点，可有效激发学生创新性思维，

提高教学质量。通常情形下，教师教的行为与学生学的

行为都会发生在同一个环境下，也就是教室，可以讲学习

的环境是十分单调的［２］。而这样一成不变的教学环境不

太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就曾尝试

着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以及知识点的特点选取多种授课

地点。如学习和具体的建筑设计工程实例联系较为紧密

的知识点时，引导学生到实例地点参观，给学生讲解，让

学生感性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再如，对学生的建筑

模型进行讲评时，将讲评地点选在教学楼外的开敞地，让

学生能直观地熟悉和理解到建筑材料、空间与光影变化

的关系，理解到建筑形式美与建筑场地以及环境的关系，

为今后学习相关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

将讲评建筑模型的地点选在教学楼外，是把互动式

教学与实地式教学结合起来的教学方式，其教学目标是

从构造、材料、光等技术层面和建筑环境等方面研究建筑

设计。这不仅是一个大范围的材料体系及相关联的现象

调查，关注材料构造等技术从理论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还

是一个关于建筑形式语言研究的过程。在这样的室外环

境里，学生的创造性将被更大地激发，他们能够将模型摆

在任何地点，选择任何角度的光线，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观察模型的材质、空间与光影变化的关系，体会到由于

光线、场地环境的变化给建筑带来的感受和变化。这种

教学过程的核心是：创造性地观察场地环境、建筑材料的

变化给建筑带来的感受变化，建立一个初步技术概念模

型；主要体现的设计概念是：关注材料、构造等技术特点

对建筑空间设计的影响，关注建筑环境如光、场地等环境

的变化对建筑形式美的影响。过程中需要关注模型的

“可动性、变型性、集成性”［３］。

３　结　语
教师在教学中不应只停留在教材层次和教室空间，

而是要“将其所教学的内容，以技术或方法为媒介，达到

使知识得以传播（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４］之实质。所以，适当的
教学方法的运用就是极为重要的。美国著名的教育家、

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杜威曾讲过，在教学上，老师应该是在

旁边观察学生的活动，做学生的助手，让学生有更多的参

与机会与参与行为。实践证明，在互动式、实践式教学

中，由于老师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建筑设计的特

质，实现了师生“双主体互动”，更好地激发出了学生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更好地养成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教学质量明显提高。近５年来，由
于我系加强了建筑设计创新思维能力培养，每年都有学

生在国内、国际建筑设计或景观设计竞赛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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