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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低年级建筑设计课程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使生态环境设计理念渗透到建筑设计教学的各个环 

节，提倡树立全面的生态建筑设计观。 

[关键词] 建筑设计；gg境意识；生态建筑设计理念 

[中图分类号]TU2；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07)01-0073-03 

随着保护环境、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思想日益 

深人人心，建筑教育中有关生态环境设计理念的培 

养问题已变得尤为现实和迫切。为了造就具有自觉 

的生态环境设计思想的未来建筑师，探讨在建筑设 

计课程中如何强化生态环境意识就具有重要的 

意义。 

一

、生态建筑设计教学观念中的片面性 

(一)把可持续发展观念视作一种全新的理念， 

从而割裂了与建筑设计基本理念的联系 

追根溯源，人类很早就意识到建筑物和环境具 

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从传统部落的选址、选材、 

结构、形式以及建造方式等都可以看出人类与自然、 

环境和谐共处的朴素的生态观念。可以说可持续发 

展观是古已有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快 

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 

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可逆转的损害，资源、能源的 

紧张使得人类开始关注到以环境为核心的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 

在教学中我们应向学生传授完整的建筑设计基 

本理论，把影响建筑的诸多要素如社会、环境、结构、 

材料、空间、功能、美学等积极地结合起来并使它们 

相互包容。让学生们逐步认识到可持续发展观并不 

是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而只是建筑设计基本理念 

的延续和发展，在建筑设计创作中具有环境意识是 

建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片面强调生态建筑设计的技术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强调采用新 

技术和新材料来达到节约能源和循环利用资源的生 

态目的。我们在为新的生态技术的推广使用感到鼓 

舞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采用生态技术只是影 

响生态设计的一个方面，是在环境意识指导下进行 

建筑空间设计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不是生态 

建筑的全部内涵。 

在指导方案设计过程中，我们不仅应教会学生 

运用一些生态技术与自己的设计相结合，如太阳能 

技术、雨水收集技术等，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学生把生 

态环境意识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在设计的初期就使 

用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指导 ，如考虑建筑与基地的 

共生、建筑形体与建筑节能的关系以及人的舒适性 

对建筑空间的要求等，从而避免片面地强调生态建 

筑设计的技术因素，提倡运用全面的生态建筑设计 

观指导学生进行方案设计。 

二 、运用主题式教学方法。逐步深化生态环境 

意识 

在克服生态建筑设计教学观念误区的同时，我 

们在低年级建筑设计课程中，着重运用主题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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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深入地培养和强化学生生态环境意识。我们 

以“人体”和“基地”为主题，引导学生探寻建筑设计 

的本质和内涵，让他们熟悉并掌握从室内外环境出 

发进行建筑空间设计的方法。 

在以“人体”为主题的阶段，我们主要围绕 “人 

体尺度”和“人的行为”来展开，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建筑如何被体验、、人与建筑如何相互影响、建筑如 

何满足人类活动的需求等问题。我们安排了“人口 

空间设计”的课题，要求学生选择某公共建筑的人 

口，如电影院、教学楼或者图书馆的人口部分，分析 

原有建筑空间的不足，然后再综合考虑人的活动与 

所需空间大小的关系、人的行为方式与所需空间序 

列的关系以及人的感观需求对人口空间形式的要求 

等，并根据这些结果来研究人口空间需要作哪些改 

进，设计一个合理的连接室内外的人口。 

在以“基地”为主题的阶段，为了让学生深入思 

考建筑与基地形状、大小、朝向、交通及周围环境等 

因素的关系，我们在低年级建筑设计课程中安排了 

相关的练习：从受环境限制的立体构成“青年建筑 

师俱乐部概念设计”，过渡到受自然山水条件限制 

的“山地俱乐部设计”和湖边的“建筑师沙龙设计”， 

再到位于城市建筑群体之间的幼儿园和图书馆 

设计。 

“青年建筑师俱乐部概念设计”是在抽象的立 

体构成中附加基本建筑语汇，如建筑人口空间、建筑 

垂直交通空间、建筑主体空间及建筑附属空间，同时 

受到基地条件如基地地形、基地形状及周边道路条 

件的限制。学生可根据造型的需求设计空间大小和 

设定功能，并运用纯粹形态构成的基本原理，将立体 

拉伸、错位、穿插、叠加以及利用加法或减法等手法。 

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立体空间思维，开发了学生建 

筑形体的创造力 ，又避免了纯立体构成与建筑设计 

的脱节，在建筑语汇和基地条件的限定下，逐渐引导 

学生向建筑思维过渡。 

经过以上课题的训练，我们过渡到有具体功能 

和房间要求的建筑设计课题的训练。在强调对基地 

环境进行分析的“山地俱乐部设计 ”中，我们要求安 

排活动、餐饮、办公等功能用房，其中活动用房包括 

图书阅览室、网络中心、舞蹈排练室、健身房、乒乓 

室、棋牌室等。如何把室内的功能用房安排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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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的塑造有机结合，且和优美的自然山水环境融 

为一体，就需要我们引导学生从建筑内外环境着手 

进行分析与综合考虑。其中主要进行体量分析、地 

形分析、功能分析、采光通风分析、空间分析等。体 

量分析侧重建筑体量大小如何与山地相协调；地形 

分析包括坡度分析，并把保留树木和岩石作为限定 

条件，确定建筑轴线的生成；功能分析是从人的行为 

活动特征来进行“动”、“静”功能分区；采光通风分 

析侧重如何充分利用自然采光，避免西晒，并考虑设 

置小庭院，改善局部小气候和节约能源；空间分析侧 

重考虑“灰空间”的应用，如柱廊、半围合空间、屋顶 

平台等，实现室内向室外空间的延伸。学生通过对 

室内外环境的理性分析，认识到一个好的空间构思 

其灵感的产生就是从对项目的要求及地形特征、气 

候状况、地域文化等综合考虑后而得来。这种设计 

过程体现了对客观条件的尊重，蕴涵了可持续发展 

的方法和思路，从而培养了学生的环境意识。 

在低年级建筑设计课程中，我们的课题安排从 

单一空间到多个空间的组合；从考虑自然环境的限 

定到考虑城市人工环境的约束，后者包括场地周边 

建筑物和城市道路的影响。同时，我们让学生结合 

课题进行了一些建筑实例的调研，鼓励他们记录自 

己亲身体验的环境印象，积累解决环境问题的成功 

经验 ，这些对设计课的课堂教学无疑起到了很好的 

补充作用。 

经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我系有好几位学生的 

课程作业在近几年的“全国大学生建筑作业观摩与 

评选活动”中获奖。其中韩佳栩同学“山地俱乐部 

设计”的课程设计，在 2005年“全国大学生建筑作 

业观摩与评选活动”中获奖。 

三、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开放的建筑思维 

过去，我们在教学中多采用灌输为主的教学方 

法，这样的教学方法既抑制了学生的个性，又使学生 

失去主动分析问题的机会。在低年级建筑设计课程 

中，我们尝试改变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建筑教育模 

式，在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注意观察学生的性格特 

征和学习行为方式，让学生的个性和认知的多样性 

得以发挥，并作为教学资源引入教师的教学中。 

我们在课堂上尽量尝试采用集体讨论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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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个别辅导和评图，让学生相互观摩、相互提问、 

相互提修改意见，这样能将个别方案的问题化为大 

家的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不同类型的学生，相 

互取长补短。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由于个 

性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在设计过程中的表现也有所 

不同，如应变型的学生以他们的快速出图和模型制 

作为其他学生起到示范作用；发散型的学生可以为 

大家带来一些突发的奇想，活跃大家的思想和学习 

的气氛；归纳型的学生可以提出理性的观察和较深 

入的话题；集中型的学生可以鼓励大家保持严肃执 

著的工作态度。多种思想和方法的碰撞与交融不仅 

有助于扩大学生的视野，更有助于让学生形成开放 

的建筑思维。 

我们不仅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也同样重视学 

生的一些共性，注意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容易出现 

的一些共同问题。如在低年级的设计教学中，学生 

普遍对空间形态的逻辑关系缺乏理性的认识。相对 

而言，学生对功能的逻辑性比较容易理解，而对形式 

及空间关系的逻辑性则较难把握。为此，在课堂上， 

我们着重向学生强调外观上的特征要与其对应的内 

部空间有合适关系，其中重要的内部空间应与突出 

的形式处理相对应，辅助功能空间的形式应对主体 

空间起到烘托的作用，培养学生学会分析与推敲空 

间形态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塑造良好的建筑与城市 

三维空间环境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在低年级建筑设计课程中，我们通过精心安排 

教学环节，积极转变教学观念，以环境意识的培养为 

主线，使生态环境设计理念渗透到建筑设计教学单 

元的内容中，并以学生为中心，积极培养学生具有开 

放的建筑思维。经过努力，学生的环境意识和综合 

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然而当前的生态建筑设计教学还处在不断探索 

之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如高年级设计课程如 

何与低年级设计课衔接，技术类课程如何与设计类 

课程交叉等。我们将不断进行课程实践和教学内容 

的改革，让生态环境意识的培养更为卓有成效地贯 

穿到整个建筑学教学当中。 

[参考文献) 

(1] 玛丽 ·安 ·斯特恩／Mary Ann Steane．谁要可持 

续——设计中的环境意识[J]．世界建筑，2004，(9)： 

30—36． 

(2] 贾倍思．从“学”到“教”——由学习模式的多样性看设 

计教学行为和质量[J]．建筑师，2006，(4)：20—24． 

Foste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sign concept in architecture desig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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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iving research object for the class of elementary architecture design，this paper investigating how to 

make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esign into every teaching link of architecture design ，as well as encour— 

age to set up all—round ecological architecture desig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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