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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基础教学实践研究

———以西安理工大学设计基础 3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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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目前西安理工大学本科设计基础课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建筑设计基础课程现状与问

题,结合西安理工大学本科教学特点,提出结合校园环境特色的体验式教学法,在 4 阶段学习模型基础

上,重新整合现有教学框架,从校园空间到环境认知、园林建筑到环境领悟、园林更新到环境重塑、微建

筑到茶室设计 4 大模块,形成具有西安理工大学特色的本科建筑学基础设计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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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双创”建设背景下,陕西省教育厅提出“四个一流” [1] 建设要求,其内涵除一流的师

资、一流的学术环境和一流的教学科研投入外,还包括一流的校园环境建设。 校园环境建设是一流大

学建设的重要指标,为此,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成为学校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2] ,
 

地方本科院校在
 

“特色办学”
 

内容选择上应考虑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 加强校园环境和校园特色文化建

设,是地方本科院校实施特色办学的重要内容和着力点之一。
教学活动的核心内容体现在学科知识与技能的课堂教学,然而,学生全面发展的影响要素并不局

限于此,其中,如何从课堂外获取知识,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等能力也同等重要,而这一教学环节常被忽

视。 课程教学,尤其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要与高校校园文化环境结合起来,突出办学特色。
建筑设计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学生培养过程中,需要大量教学实践来检验学生知识掌握

程度,同时,通过实践教学亦可增强学生理解理论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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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现状及思考

(一)建筑设计基础课程现状

目前,中国建筑设计基础课程体系大都呈现“布扎体系(the
 

Beaux-Arts
 

Method)”与“包豪斯体系

(Bauhaus
 

Modern)”的混合状态,其中,源自法国、美国的“布扎”建筑教育体系对 20 世纪中国现代建筑

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包豪斯体系”给当时整个西方带来了全新的现代艺术

体系,奠定了西方现代设计艺术学教育的基础”
 [3] 。 目前,在中国建筑基础教育阶段,这两种教育体系

的融合已成为惯例。
根据《高等学校建筑学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2013 版)》要求,建筑学知识体系、知识领域共 2568

学时,其中,“专业知识”体系 1800 学时,非“专业知识”体系 768 学时(包括工具性知识、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知识) [4] ,学时比为 2. 34 ∶1。

国内西北地区开设建筑学专业的高校,低年级大多以“建筑初步+设计基础”模式开展教学。 前半

学期开展初步课程,后半学期开展设计基础课程。 根据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建筑类核心课程体系将学科基础课程集中在建筑学概论(32 学时)、建筑制图(64 学时)、建筑

艺术表现基础(24+72 学时) [5] 。 建筑设计基础课程学时没有具体学时要求,各个高校结合自身实际,
开展教学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模式一:设计基础课程结合建筑艺术表现基础开展,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低年级建筑设计基础课

程(13 周),基于建筑学认知规律,重新探索建筑设计基础课程教学体系,包括开动、树枝空间探索-剖
面、树枝空间探索-外造型、树枝空间探索-内空间、树枝空间探索-几何形抽象、树枝空间探索-树叶

形、树枝空间探索-树叶叠合、灯具绘制、建筑部件测绘、法国馆测绘等,将空间、设计、技法、制图等基础

内容融入模块,共计 13 周。
模式二:设计基础课程结合建筑设计初步完成,例如西安理工大学采用建筑初步(72 学时+72 学

时+64 学时)与设计基础(64 学时+64 学时+64 学时)的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西安理工大学建筑设计基础系列课程体系框架

模式三:建筑设计基础单独开设,例如清华大学一年级建筑设计基础共计 180 学时,包括授课(18
学时)、作业单元(162 学时)。 同济大学设计基础为 136 学时,包括建筑设计基础 I

 

和 II,建筑设计基础

I 包括设计思维表达基础(3 周)、平面构成与色彩构成(4 周)、形态生成基础(4 周)、艺术造型(2 周)、
人与环境(4 周);建筑设计基础 II 包括建筑表达(4 周)、建造基础(4 周)、建造实践(9 周)。

华南理工大学将建筑设计基础课程分成 1 与 2,涵盖建筑认知(12 学时)、建筑测绘与表达(36 学

时)、建筑表现技法(16 学时)、视觉语言练习(24 学时)、建筑认知与空间表达(40 学时)以及小建筑方

案设计(48 学时),共计 176 课时。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基础课程亦是如此,总学时达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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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筑设计基础课程存在的问题

1. 课程内容过多,专业基础课程下放

建筑设计基础课程涵盖单元模块多,总学时多,以西安理工大学为例,在建筑学低年级课程安排

上,
 

第一学期公共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数目比为 7 ∶4,课时比为 1. 33 ∶1,专业基础课程学时占总学时

42. 9%;第二学期公共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数目比为 5 ∶2,课时比为 1. 9 ∶1,专业基础课程占总学时

30%;第三学期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数目比为 4 ∶3,课时比为 1. 4 ∶1,专业基础课程占总学时的

33%;3 个学期总的公共基础课程与专业基础课程数目比为 16 ∶9,课时比为 1. 5 ∶1,3 个学期专业基础课

学时占三学期总学时的 36. 5%。 较水利水电专业,只在第三学期才开设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在第一、第
二学期基本是公共基础课程,总专业基础课学时占总课程学生的 6. 8%。 当然,这也因学科不同所致,
但从侧面看出,建筑学专业学生学业负担过重。

2. 模块融合粗糙,课程教学内容孤立

建筑设计基础课程较完善的高校不存在模块融合问题,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设计基础课程以

树叶认知为主线,内容衔接合理,部分建筑设计类课程有待完善的高校,教学模块融合问题突出。 按照

现有教学大纲的设置,3 个学期开展建筑初步+设计基础系列课程中发现,建筑初步课程的教师和设计

基础的教师没有形成共识,教学过程中,彼此独立互不干扰,这有悖于培养计划的初衷。 例如,在建筑

初步课程中教授专业特色的制图方法,在同期的设计基础课程中没有体现,作业相对随性,不能较好体

现建筑学“匠气之美”;再如第二学期建筑初步 2 的渲染技法,设计基础 2 作业几乎是平涂,没有渲染,
学到的技法不能较好地应用到实训中;而到第三学期,建筑初步 3 将重点放在大师作品解析上,学生容

易生搬硬套上届学生作品,而设计基础 3 中“微建筑”设计部分,在没有领会作品解析分析学习方法的

情况下进行应用,多数学生的设计成果呈现出无目的状态。 这不仅是指导教师教学方法问题,也反映

出教学大纲编写不详尽,割裂了本应整合在一起的低年级基础设计课程体系。
3. 教学方式单调,课程过渡成效差

建筑设计初步课程主要侧重学生基本制图、建筑设计表达、图纸呈现等训练,在实践教学中,从铅

笔工具制图练习到钢笔工具制图练习,最后为徒手图训练和工程字法要领训练;从基本技法到单色构

成渲染再到色轮练习,最后进行小建筑水彩渲染。 虽然,课程内容一定意义上决定教学方式,但是,具
体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在进行大量基本训练之后,往往不清楚训练目的以及训练之后的应用方向。
大二下学期开始独立式住宅设计,大一时期的训练效果不理想,部分学生不用尺规作图,不用专业针管

笔上墨线,不使用仿宋字体。 种种现象表明,建筑初步课程训练教学目的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学生学习

仅停留在某一门课程上,而不会融会贯通。 同时,教师使用“作业量”来达到“质变”的效果,效果也并

不理想,且容易造成课程体系割裂。
4. 学生消化不良,创造性思维不够

学生消化不良,是建筑基础课程的“通病”,例如西安理工大学,在大一专业基础课程学时占总学

时 42. 9%的一学年里,建筑学专业大一新生同时面临适应新学校、新专业、新生活等方面的压力,相比

与其他专业大一学生压力更大,在每个学期末安排课程辅导设计和素描实习,较多的课程学时使建筑

学专业学生离校时间普遍晚于其他专业学生。 此现状将造成学生没有较多时间思考设计的深度。
(三)基于建筑设计基础课程现状的思考

(1)从课程体系上分析。 设计基础 3 介于设计基础 2 与建筑设计 1 之间,是从“设计训练”到“建
筑设计”的过渡课程,较为关键,但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学目标中对“过渡”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在建筑

设计 1 独立式住宅设计中,一项训练目的“注意从总体入手,首先解决好建筑布局与自然环境和基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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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是指建筑的外部空间是需要设计的,学生如何理解场地并选址,通过外部设计使得建筑如同生

长在环境中,属于建筑设计的范畴,但在建筑设计 1 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忽视这一目标,所以设计基

础 3 的课程定位应该把重点放在基础训练上。
(2)从课程上分析。 目前,设计基础 3 课程内容割裂,学生完成 3 次独立的作业之后即结课。 作业

与作业之间没有承接关系,彼此相互独立。 作业一,空间体验:3~ 5 人为一组,任选广场、庭院或街道 3
种空间类型之一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地参观体验。 作业二,校园内自选基地,进行报刊亭及其外部空
间设计表达方式:A2 图纸。 作业三,在 12

 

m×9
 

m×6
 

m 的立方体内进行建筑设计,功能为茶室、咖啡厅、
售楼部或其他,自选表达方式:A2 图纸+模型。 作业二有部分外部空间设计,但是设计程度不够,作业
三有“微立方体块设计”,但是内容自选,容易造成教学混乱,设计基础 3 课程内容整合教学内容,由作
业的“点”到设计的“线”,最终形成知识的“面”。

二、设计基础 3 课程的培养体系重构

建筑设计基础教学目标是完成从设计基础训练到建筑设计入门过渡,所以课程定位以及实现途径
都须围绕着此目标展开。 用“体验式教学法” [6]来重新整合“教”与“学”的关系,使学生以自主学习为
导向[7-8] 。

(一)课程目标重构
(1)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 通过对设计基地的实际调研结合在调研过程的感受,培养学生从

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增强学生想象力和丰富情感,以开放的心态聆听并收他人的意见,增加个人学习
反馈。

(2)培养学生“领悟”能力。 通过对设计对象的反复观察和思考,并对现象进行抽象归纳,形成简
洁而合乎逻辑的方法,擅长处理了解广泛的信息,并以明确的逻辑格式组织。

(3)培养学生“整合”能力,通过对设计策略的抽象归纳,在具体图纸设计过程中能够积极实践,培
养学生合理的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他们可以通过找到问题和解决方案来解决问题并做出决定。
(4)培养学生“适应”能力。 通过对具体的设计对象进行实践设计,培养学生依赖于直觉而非逻辑

的能力,使用小组共享的数据进行设计,采取实际经验方法并实施计划且完成设计内容。
(二)课程知识整合
设计本身的知识内容是学会对建筑外部空间的设计以及简单的“微建筑”设计,达到从“设计训

练”到“建筑设计”的过渡训练,所以课程设置了以校园“微建筑”设计和校园外部空间设计两条教学主
线,这两条主线并非平行关系,而是彼此相互依存,在课程设计题目设计上,需要将两条教学主线串联
起来,形成统一的教学整体,将原有的教学内容进行重构与整合。 以下 4 种培养目标之间的关系为递
进关系,如图 2 所示。

图 2　 设计基础 3 课程教学架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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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学生掌握建筑空间的体验和认知、基地场所调研的基本方法[9-10] ;(2)要求学生了解建筑

设计过程,学习空间限定思路和方法,掌握功能流线等组织的基本原理和方法[11-13] ;(3)要求学生熟练

掌握建筑图示语言,模型制作方法,进一步了解建筑设计制图规范[14-15] ;(4)要求学生了解建筑学的学

科性质和特点,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建筑观和学习方法[16-17] 。
(三)课程教学架构

课程的教学架构依据学习风格模型展开,通过学生感受、观察、思考、实践 4 种手段组合,形成从对

环境的认知、环境的理解、环境的重塑再到建筑设计的 4 种学习能力,通过对学习能力的培养,掌握课

程中的基地现场调研与空间环境体验、测绘绘稿绘制与调研结果答辩、空间设计更与方案图纸绘制、建
筑设计完成与方案最终答辩 4 大教学内容。

(四)课程特色挖掘

课程教学特色,要突出高校特色,课程在设计之初就应考虑从校园文化入手,主要原因在于,校园

环境是师生最为熟悉、认同感最为强烈的环境,校园内存在较多可以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低年级的学生

选取校园内环境作为设计训练对象较为合适,此教学案例在其他建筑院校也较多,例如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建筑学院低年级教学改革中,教师利用校园现有的广场、林地、花园等趣味空间,开展设计认知

训练。

三、建筑设计基础课程实施路径

(一)题目与选址

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完成对既定训练的整合,从学生较熟悉的场所—西安理工大学校园出发,选择

具有西安理工大学校园文化特色场所“集粹园”为背景,设计任务计划。
(二)从校园空间到环境的认知

西安理工大学(金花校区)校园环境丰富,公共空间特征明晰、又富有学习生活气息,在“集粹园”
这种“场”进行空间体验,人与场发生关联从学生较为喜欢的“场”空间进行认知,让学生对校园外部空

间环境进行认知,学生较容易找到灵感,进而开展细致入微的体验。
(三)从园林建筑到环境领悟

将建筑外部空间要素以测绘研究的形式开展教学,学生通过对空间环境进行仔细观察,抽离园林

要素,从点、线、面的构成角度进行形态上的区分,在园林要素配置上从建筑、道路、铺地、绿化、水系、山
体等要素方面进行区分,初步领悟外部空间要素。 以园林中的建筑为对象,领悟其存在的意义。

(四)从园林更新到环境重塑

对空间环境的认知,不仅止步于认知与领悟,还要进行独立思考,“集粹园”空间体验的不足之处,
需要学生思考,并且依照现状提出改善的设计策略,通过设计策略,形成设计行为,最后对“集粹园”进
行环境重塑,重塑是学生开始对校园外部空间的再设计,有现实依据,根据重塑后的环境思考此环境内

的布局。 此训练与第二学期建筑设计一独立式住宅设计的题目有紧密的递进关系,可顺利完成课程

过渡。
(五)从“微”建筑到茶室设计

“微”建筑,是指建筑尺度小的建筑,尺度小仅表示它具有单纯形态和微小体量,具有明确的实验

性质[18] ,符合这一时期学生设计建筑的不确定性。 选择茶室为设计对象,学生己在重塑后的环境中,
选择 3

 

m×6
 

m×9
 

m 的空间进行设计。 之所以选择茶室,它功能较为单一,学生将更多的设计思维放在

空间形态上,结合立体构成设计训练,将立体构成的形态设计方法,顺利过渡到“微”建筑—茶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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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上,顺利完成课程过渡。

四、结语

“集粹园”空间环境与茶室设计是教学改革计划中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是学生从设计基础到建

筑设计重要过程与转折。 虽然课程教学设计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但是其在尝试教学方式改革方面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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