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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筑韧步课的教学中．有计螂、有目的地组觐学生抄摹优秀建筑实例，并加以分析、评述．使学生在初步理解的基 

础上完成默画，对于培养学生的建筑意识．提高学生的建筑美学索养．丰富学生的建筑殴汁语言，必然产生积极的作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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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建筑初步课一直肩负着引导学生认 

识建筑，掌握建筑制图基本原理，开发空间思维能力 

等多项任务。然而．如何才能有效地冲破课时的限 

制，使学生在掌握建筑设计表现技能的同时．开发学 

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始终成为众多同仁共同探索 

的课题。在近几年的建筑初步教学实践中，我们采 

用“抄摹·分析·默画”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教 

学效果。 
一

、建筑学专业新生的形象思维水平状况 

众所周知，理工科的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其 

逻辑思维能力虽然得到了较好开发，但形象思维能 

力却受到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在： 

1．学生的人文知识相对贫乏，进而直接影响到 

了学生对建筑的认识和理解。 

2．学生对建筑缺乏观察力，对建筑的一般常识 

知之甚少。虽然每个学生自幼便开始接越、使用各 

种形形色色的建筑，但这些建筑对学生产生的形象 

刺激却十分有限。如：入学一、两个月的学生说不出 

宿舍的尺寸；西安市的学生画不出钟楼、大雁塔等 

等。 

3．相当一部分学生的美术根底较弱，美学素养 

明显不足，这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图面整体效果的把 

握，以及对建筑的理解和品评。 

4．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欠缺．直接影响到学生 

对建筑空问的想象力：而建筑设计语言与符号的匮 

乏，又直接阻碍了学生建筑设计能力的提高。 

面对新生在形象思维方面的种种不足，寻找有 

效而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 

难题。 

二、“抄摹·分析·默画”教学方法的由来 

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有一种不可缺少的教学 

方法，就是“范文背诵”。这一度成为中小学语文教 

师用来提高学生写作水平，培养学生文学索养的一 

个法宝。自古以来，我国便流传着“读书破万卷，下 

笔如有神”的古语。背诵范文不仅有利于丰富学生 

的想象力和语言，而且有利于学生知识的积累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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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开发。因此，从背诵到创作是一个从量变到质 

变的飞跃。 

稍加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建筑初步教学与中小 

学语文教学之间有着诸多的相似点。如果我们能有 

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抄摹一些优秀建筑实例，并 

加以分析、评述，晟终使学生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完 

成默画，那么，对于加强学生的空间想象力，提高学 

生的建筑美学素养，丰富学生的建筑设计语言，必然 

产生极大的帮助。 

三、对“抄摹·分析·默画”教学方法的认识 

1．抄摹建筑是学生认识建筑、观察建筑的窗 

口。西安市的学生不能画出钟楼，是由于他们从来 

没有用建筑的眼光去审视过钟楼，没有捕捉到钟楼 

的形体特征。抄摹建筑，就是要培养学生对建筑的 

观察能力，学会把握建筑形体的比例、尺度，以及色 

彩、质感等特征，这对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是 

十分有利的。 

2．分析建筑是学生理解建筑、品评建筑的桥 

梁。一个人美学修养的形成，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 

过程，但优秀建筑形象地摄人、美学原理科学地积 

累，却能缩短这个过程。分析建筑就是要通过对建 

筑基本原理和建筑美学原理的讲评，帮助学生提高 

品评建筑的能力，树立自觉观察建筑、分析建筑的建 

筑意识 

3．默画建筑是学生记忆建筑、积累建筑语言的 

有效造径。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可能未必会理解唐诗 

《锄禾》的真正内涵，一名中学生也未必会真正领会 

《菏塘月色》的美妙韵味，然而，这些优秀范文却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小学生文化素养的提高。虽然， 

默画建筑是学生对建筑的一种被动式的记忆过程， 

但是，这对初学者积累建筑设计语言和建筑符号，提 

高建筑素养，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种被动记忆可能终将被舍弃，取而代之的 

是学生对建筑的主动观察与主动记忆，但这需要一 

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四、如何实现“抄摹·分析·默画”教学方法 

要实现 抄摹 分析·默画”教学方法，必须本着 

由浅人深的原则，按部就班地进行 ，尤其是在素材组 

织和素材分析方面，更应具有计划性和目的性。同 

时，将这种方法与建筑表现技法的训练相结合，必然 

能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抄摹与默画的完成手段。在建筑初步教学 

中，抄摹与默画可以与各种徒手图的训练同步完成。 

即 由教师组织并分析素材，由学生在大量的课内外 

徒手图练习中完成抄摹与默画。 

2．抄摹与默画的素材选择。①选择素材应与 

理论教学相结合 ，依照由小至大、由浅至深的原则进 

行。②选择素材应同时兼顾建筑和技法两个方面， 

否则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③选择素材应从学生身 

边所熟悉的建筑人手，由近及远，不宜过早地追求名 

师名作。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课堂上晟能诱发学 

生兴趣的建筑实例有两类。一类是那些外形特征性 

极强的建筑，它们常常能够引起学生极大的好奇心； 

另一类则是学生所熟悉的建筑，但由于种种原因，学 

生却从未站在建筑美学的角度去欣赏、评析过它们， 

因此，这类建筑易使学生产生恍然大悟的感觉。抄 

摹与默画的素材选择，必须注意结合学生的这些心 

理特征，抓住学生的兴趣，为学生的主动思维创造条 

件。④选择素材应注意建筑平、立、剖面图与透视图 

的相结合。建筑师的设计意图主要是通过建筑的 

平、立、剖面图来体现，这是最基本的建筑语言。然 

而，对于初学者来说，要将抽象的投影图与实际的空 

问形态联系起来，毕竟有相当的难度，只有将建筑的 

平、立、剖面图与透视图结合起来，才有助于学生树 

立建筑空间设计的概念。 

3．素材分析的方式方法。抄摹建筑素材只是 

学生认识建筑基本特征的第～步，只有通过对建筑 

素材进一步的讲解和分析，才能使学生更多地理解 

建筑师的设计意图，懂得建筑实例当中所包含的建 

筑美学规律、建筑构图原理，从而进一步完成对建筑 

实例的默画。同时，我们在分析建筑素材时还必须 

注意：①对建筑素材的分析应紧扣教学大纲，并侧重 

于建筑设计基本理论、建筑美学基本原理等方面的 

分析，避免理论讲述上求全求深。②对建筑素材的 

分析应与建筑图表现技法的评析相结合，引导学生 

认识图面效果与实际空间效果的对应关系，从而加 

强学生的空间设计观念。③对建筑素材的分析应通 

过课堂讨论等形式引导学生共同参与，以培养学生 

形成独立思考、主动观察的职业习惯，并起到加深理 

解与记忆的目的。 

总之，引导学生从抄摹到分析，直至完成默画， 

是建筑初步教学中～种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 

有助于学生建筑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建筑美学 

素养的提高，更有助于学生建筑设计语言的丰富与 

积累。虽然这种方法并不能取代建筑初步教学中的 

其它基础训练，但是却能对学生设计能力的提高产 

生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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