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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建成
环境学院建筑史学与遗产+设计教育

陈　 丹,林垚广,朱雪梅
(广东工业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90)

摘要:建筑(建成环境)更新、再利用已经成为当代建筑行业十分重要和普遍的工作。 从新建到再利

用、从保护到活化的转变对当下建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建筑教育中建筑史和建筑设计相关课程

所面临的挑战尤为严峻。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建成环境学院通过改革史学课程、将遗产价值

导向置入建筑设计选修课等方式进行探索,一方面以设计教育为史学课程教学目的;另一方面以遗产价

值评估作为设计决策的指导和评判标准,实现史学理论教育与设计教育的融合,培养学生在宏观历史、
社会文化背景中完成设计 / 规划的能力。 这一探索和所取得的经验,为中国建筑教育改革带来新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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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在 2014 年接受采访时解释了他对建筑和价值观

的看法:“建筑与过去息息相关。 但我们的关注点不是文物,而是活化历史建筑,使其服务于新一

代。 建筑承载并传达公共记忆,也可体现价值和场所精神……有时,我们必须探索过去以寻找未来

的灵感。” [1]同时,Cramer
 

and
 

Breitling 研究指出,当下建筑工作中有 50%至 70%涉及对现存建筑(建
成环境)的干预[2] 。 建筑(建成环境)更新、再利用已经成为当代建筑行业十分重要和普遍的工作。
从新建到再利用、从保护到活化的转变对当下建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建筑教育中建筑史和

建筑设计相关课程面临严峻的挑战。
当下国内建筑史相关课程中,建筑和城市形态的历史被视为面对现状与面向未来设计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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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线索和资源。 遗产保护者需要历史知识来支撑改造和修复现有的建筑物和建成环境。 设计师

则需要历史实例作为激发现代设计的灵感[3] 。 建筑史教学像创建了一个装满各地区和各时段优秀

设计思想、设计方法、设计语言的图书馆,畅游其中的学生们满怀期待地想付诸设计实践,却又感到

捉襟见肘,这大约也是国内外建筑类教学所遭遇的共同困境。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建成环境学院(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TUD)通过改革史学课程、将遗产价值导向置入建筑设计选修课等方式进行了探索,积累了较成熟、
前沿的经验。 本文将全面解析该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特色和具体教学过程,为国内建筑教育的改

革提供参考。 之所以将史学教育和遗产与设计课程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这两方面课程大都由建

筑史学方向的教师授课。

一、教学设置与理念

在 2020 年全球 QS 排名中,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建成环境学院位列第二。 这所世界顶尖

的理工大学位于荷兰代尔夫特市,前身是 1842 年荷兰国王威廉二世创办的“皇家工程学院”,1905
年更名为代尔夫特高等技术学院。 建筑与建成环境学院(BK)是这所大学 8 个学院当中最出色的成

员,紧邻学院有小阿姆斯特丹之称的代尔夫特老市中心水网纵横,完整保存了大航海时代的建筑形

态和城市肌理,为这所在工科院校里的建筑与建成环境学院增添了一抹艺术活力与浪漫。
(一)教学设置

BK 学院下设四个系(Department):建筑系( Architecture)、建筑技术系(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
 

Technology)、建成环境管理系(Management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城市规划系(Urbanism,
 

含景

观建筑 Landscape
 

Architecture)。 各系按照研究方向的不同又分为若干个课题组(Chair),各课题组

由数位教授、副教授、讲师组成,既是科研团队,也是教学组织单位
 

(图 1) [4] 。

图 1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建成学院机构框架(2020)

学士学位课程学制 3 年,使用荷兰语授课,课程教学不区分建筑、城市规划、建筑技术等专业,
旨在通过介绍建筑工程的各个领域,拓宽专业视野,掌握建筑大行业所需的基本技能,着力培养科

学设计思维和方法,提倡技术、理论和设计相结合,以结构化的方式清晰分析复杂的问题,寻求科学

又具有创造力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课程学习共 6 个学期 ( semester),每个学期分为 2 个阶段

77



　 　
　 　 　 　 　 　 　 　 　 　 　 　 　 　 　 　 高等建筑教育　 　 　 　 　 　 　 　 　 　 　 　 　 　 　 2021 年第 30 卷第 1 期　 　 　

(quarter)。 每个阶段又包含 2-3 个单元( module),比如一个设计项目单元和一个学术技能单元。
集中式的课程设置能提高教学的专注度和质量,避免学生因同时进行大量课程学习而疲于应付。
建筑史学课程属于基础部分( Fundamentals),主要包含 6 个部分(图 2):一是设计( Design) (6 个

quarter,各 10 学分);二是技术(Technology)(5 个 quarter,各 5 学分);三是基础(Fundamentals)(4 个

quarter,各 5 学分);四是社会实践(Society,
 

Practice
 

and
 

Process)(3 个 quarter,各 5 学分);五是学术

技能(Academic
 

Skills)(3 个 quarter,各 5 学分);六是表达、视觉、形式( Representation,
 

Visualization
 

and
 

Form)(3 个 quarter,各 5 学分) [5] 。

图 2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建成学院本科教学内容设置(2020)

(二)教学理念

西方各建筑院校根据自身的发展历史、自然社会背景逐步形成各自不同的教育理念。 荷兰位

于莱茵河的入海口,大部分国土为填海而成,其国土面积的一半海拔低于 1 米,甚至有 26%的国土

低于海平面,又被称为低地国。 荷兰沿着河流和海岸修建了长长的堤坝以防止洪水泛滥。 荷兰的

人口也非常密集,共有 1
 

684 多万人,人口密度为 406 人 / 平方千米,排名世界第 16 位,在人口 1
 

000
万以上的国家中人口密度排名第 4 位[6] 。 同时,荷兰是现代主义重要的诞生与发展地之一,而后现

代主义对荷兰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因为以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BK 学院为代表的荷兰建筑教育带有明

显的“现代性”———对现实问题的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将设计和规划作为一种社会责任。 学校教

育注重培养学生对社会、国家甚至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责任,这看似有些过于宏大,但与我国儒家

思想一向弘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当默契。 对社会负责任的精神浸润在 BK 学院所有的教学

过程当中,是其教学精神所在。 诚如 Peter
 

Russell 院长所言:“荷兰一直都缺乏空间,因此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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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的首要任务。 设计建造环境意味着要分配资源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价值,因此,设计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是很自然的。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就是我们问这个问题的地方: ‘我们如何做得更

好呢?’” [7]

强调社会责任,那么设计显然不会是纯粹的艺术创作。 BK 学院本科教育介绍词里写道:“教育

是技术和科学,学生学习如何结构性地分析复杂问题。” [7]学院研究主任 Frank
 

van
 

der
 

Hoeven
 

又言:
“没有研究,设计便没有方向。”基于现实问题科学研究结果的逻辑演绎是 BK 学院设计教育的基本

方法。 例如工作营(Studio)设计教学中,教师指导和评判学生设计时,主要集中在对其设计思路、设
计过程逻辑性的推敲。 每位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3 位辅导导师,导师们对设计逻辑性的要求之苛刻

近乎偏执,但对最终的具体形态却又极为包容。 正如弗兰姆普敦指出:“荷兰人历史上都在与恶劣

的环境做抗争,因此结构理性成为设计的支撑,而产品本身的美观,也只是结构的辅助。” [8]
 

“理性和

灵活性这两个貌似矛盾的特征同时出现在教育日常中,看似不可思议,但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被视为理性的结果,即尊重社会、学科和个人的多元可持续发展。” [9](图 3、图 4) [10-11]

图 3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建成学院公共模型大厅

图 4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建成学院工作室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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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史学教学

BK 学院建筑与城市(景观)史课程教学统一由建筑与城市规划史教研室( The
 

Chair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负责,属于本科教育的“基础”模块(Fundamentals),教授关于建筑、
城市和景观的结构性历史知识,以 160 个经典案例为核心,解答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我们周围的建

成环境呈现现在的状态? 设计的基本原则是什么?[4]不同于国内将“史”和“理论” “思潮”课程分离

的惯常做法,BK 学院将二者结合,没有纯粹的“史学”课程,因为他们一贯坚持:一切研究应以引导

设计为目的,而缺乏研究的设计是没有方向的。 采用集中授课,即将全部课程压缩在一个模块①

(module)内,主要形式是讲座,配合以实验环节和欧洲大城市实地考察。
与我国从上古时代讲到现当代建筑的教学大纲不同,BK 学院建筑与城市现代史教研室不以编

年史的逻辑来讲授完整的历史。 授课教师更多的是以某一主题和相应的经典建筑案例为主体,结
合建造背景、技术水平、社会文化,在全球视野下向学生介绍同一时期在其他国家发生的建筑实践

和流行的建筑思潮等。 这种教学方法建立在学生大量阅读的基础上。 教师在上课之前布置文献,
要求学生或深或浅地阅读,然后基于此来授课,并通过小组讨论或提问来检查学生课前阅读情

况[9] 。 课程教学主要包括 4 个模块(主题),各 5 个学分,分别是项目与空间:
 

住宅与花园;公共空间

与公共建筑;住房、建筑与环境;欧洲大城市。 整体而言,史学教育主要为学生提供价值观、设计原

则的引导,培养其科学态度和科学思维方式,提升其科学研究的能力,为学生的设计学习奠定基础。
(一)价值观和设计原则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自言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

非”。
 

可见史学研究虽然以大量史料为基础,目的却是为当下的价值判断、取舍提供参照标准。
长期以来,建筑学领域的教师通常也是专业设计者,他们或多或少地基于自身经验和文化背

景,以及个人对于“好建筑”的判断教授学生进行设计。 这种类似“师徒制”的教学模式较好地保证

了学生设计思路和方法的多样性,可以视为微观视角。 而史学(理论)教学则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宏

观的视角,跨时代、跨区域地把握设计最基本和经典的价值观与原则。 西方建筑、艺术史的研究和

教学皆以此为核心,例如经典案例的选择一直是教学改革的重要讨论点之一,因为这不仅关乎设计

风格、设计手法,更关乎价值判断。
(二)科学态度和科学思维

杰出的学者(设计师)在设计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能引领教学机构的建设和发展,
如迪朗之于巴黎美院,格罗皮乌斯之于包豪斯。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受自然科学研究的启发,建筑

研究者们开始建立科学的思维方式,探寻科学的设计方法———将设计过程设定为分析和整合的过

程,专业的知识和原则取代了设计者对机构、(历史建筑)类型、经验的依赖,设计方法更为系统性。
随之而来的建筑史学家角色的转变促使各建筑学院设计和历史教学方法的调整,尤其是传授历史

知识的方法,从历史知识的灌输转变为科学、系统的设计思维方式的培养,通过批判性思考来解决

问题。 例如通过将设计置于更宽阔背景中整合构思的方法,结合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阐释自己的

设计概念,采用吸收、组合、解析的方法,改变常见的范例和样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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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学年( trajectory)包含 2 个学期(semester)、4 个阶段(quarter)、约 8 个模块(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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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源上,史学教育专注于提高和发展学生的分析和反思能力,培养学生“理性设计思维”。 在

历史教育中,相比对建筑编年史长篇累牍的传授,“研究思维方式”意味着学生学习历史事实和人物

时,更重要的是学习历史方法,并了解如何评估历史作品和文献。 尤其是在当下“以数据为中心”的

社会中,更应该牢记重要的不是数据,而是看到模式和关系,并能够评估数据[12] 。

三、遗产+设计课程教学

(一)课程概述

“遗产 + 设计” (
 

Heritage
 

&
 

Design) 是由建筑技术系遗产与技术方向 ( Section
 

Heritage
 

+
 

Technology)开设的一门选修课。 在这门选修课里,学生将建立城市、景观、公共空间和建筑转型的

概念,并在对场地和建筑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干预形式,在保存纪念价值、历史品质、场所精神的

同时,使其满足当下的功能和需求。 这里的“遗产”并非特指文物建筑,而是非常宽泛的概念。 该选

修课学生来源多样,包括:1)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所有学院就读理学学士学位的学生( BSc
 

students);
2)莱顿大学和伊拉斯姆斯大学很多专业就读理学学士学位的学生;3)来自荷兰其他大学的理学学

士学位学生。 学生必须具有艺术史、建筑史、考古学、景观建筑和规划教育背景,且需事先提供自荐

信与作品集,通过审核后方可申请该选修课。
选修该课程不分年级,可在本科三年中任何一个上半年学期选修。 该课程学习包含两个阶段

(quarter),每个阶段分为两个模块(model),每个阶段 15 个学分,授课内容独立。 BK 学院的学生可

以仅选修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也可以选修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其他学生只能选修第一个阶段,
或者两个阶段。

教学形式包括设计工作坊(Design
 

studios)、系列讲座(lectures)、实地考察(excursions)
 

、小型研

讨会(seminar)。 整个选修项目共包含 3 项系列讲座:荷兰城市与景观史(History
 

of
 

Dutch
 

Cities
 

and
 

Landscapes)、遗产:理论与实践(Heritage:
 

Theory
 

and
 

Practice)、荷兰建筑与艺术史(History
 

of
 

Dutch
 

architecture
 

and
 

art ) 和 3 项设计工作坊: 城市与转型 ( City
 

and
 

Transformation )、 景观与过渡

(Landscape
 

and
 

Transition)、建筑与再利用(Architecture
 

and
 

Re-use)。 系列讲座课程每周授课时间

2~ 8 小时不等,设计工作坊每周授课时间 8 小时。 各阶段全部课程都在 6 学分以上方可结业。 具体

学分情况见表
 

1[13] 。
在第一阶段,学生面对在文化历史连续性和城市认同感等,重点思考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以及

根据不断变化的功能要求进行必要的城市更新、旧城区公共区域和历史建筑的再利用。 为此,学生

通过课堂学习和文献阅读等方式快速熟悉荷兰城市发展的相关知识和特定设计技能,掌握跨学科

深入研究分析的理论方法,如建筑设计、草图( sketching)、心情板( mood
 

boards)、拼贴( collage)、模
型(models)等,在历史环境中获得知识和体验,在充分研究分析、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对文化遗产的

物质状况、结构、空间等方面进行干预设计。
具体学习目标[14] :1)了解从 10 世纪到 20 世纪荷兰城市化和景观转变的主要特征和时期;2)能

将这些发展置于艺术历史、经济、政治和人口背景中;3)了解城市和建筑形式中的文化遗产知识;4)
能够应用不同的方法和技术来分析建成遗产,包括其城市背景和历史发展、功能、使用的材料以及

技术发展;5)能分析当前有关文化遗产的城市问题;6)了解在旧城内对有历史价值的物体再利用、
再开发的工作方法和知识;7)能基于对历史信息的分析和评估,完成和展示不同尺度的景观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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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8)能在不同规模的遗产价值评估及干预设计实现新旧融合的讨论中,有效阐释和证明自己的

观点。
表 1　 遗产+设计选修课具体信息

遗产
 

+
 

设计选修课

课程名称 内容描述 授课方式 授课阶段
时间 作业形式学分

阶
段
一

荷 兰 城 市
与景观史

荷兰是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大尺度、
小尺度、新旧景观在近千年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

 

这种城市景观的根源是什么? 它是如何发
展而成的?

讲座与实
地考察

Lectures+
excursions

1-每周
6 小时

城市与
转型

工作坊
studio

 

assignments

景观与
过渡

要求学生在城市绿地遗产中提出设计理念。
设计基础是对场地历史空间、景观建筑、城市
与建筑历史形态,以及城市公共空间当前事项
和问题的深入分析。 既保存纪念性价值和场
所精神,又植入新的功能

工作坊
studio

 

assignments
2-每周
8 小时

闭卷考试

分析报告
+景观

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5

5

5

阶
段
二

传承:理论
与实践

系列讲座
lecture

 

series
2-每周
2 小时 闭卷考试 5

荷兰建筑
与艺术史

几个世纪以来,艺术家们一直受到荷兰景观、
城市和建筑的启发。 了解 15 世纪至 21 世纪的
荷兰视觉表现:风景、城市景观和建筑形象。
关键问题:过去的景观、城市和建筑的视觉表
现是怎样影响我们感受它们的方式的?
了解 15 世纪到 21 世纪荷兰艺术史发展的主要
特征(特别是风景和城市景观)。 将艺术品与
相关的美学和图像概念相关联,并将这些概念
置于其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中

讲座与实
地考察

Lectures+
excursions

1-每周
6 小时 闭卷考试 5

建 筑 与 再
利用

工作坊
studio

 

assignments
2-每周
8 小时 设计方案 5

结业标准:各阶段全部课程皆在 6 分以上方可结业

　 　 相对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专业性”有明显提高,旨在培养学生对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建筑的

介入性设计能力。 核心是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与更新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功能需求,既包括城市公共

空间,也包括历史建筑的内部空间。 具体学习目标[15] :1)了解从 10 世纪到 21 世纪荷兰建筑艺术的

主要特征和时期;2)了解艺术与建筑发展中相关文化、经济和政治背景知识;3)了解文化遗产与建

筑、纪念物的关系;4)了解历史价值鉴赏和再利用、再开发的相关工作方法;5)能分析遗产建筑与建

筑群,包括其城市肌理和历史发展、功能、材料以及技术发展;6)了解“建筑遗产”和相关术语(如

“遗产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可逆性”和“真实性”等);7)能基于对当前历史信息的分

析和评估,完成不同规模的建筑和空间设计;8)能将历史研究和背景分析与设计任务建立联系;9)
能通过科学方法记录和分析,将已有建筑肌理与当代建筑设计创造性地相结合;10)能表达和解释

自己的设计选择,证明其将新旧融合的设计立场。
(二)工作坊设计教学过程

遗产与设计工作坊主要包括遗产价值评估和再利用设计两部分。 相比再利用设计的其他问

题,大家的共识是任何介入性设计概念的基础应当是对现存建成环境详尽的历史、空间、技术、原初

设计概念与遗产价值的分析和全面理解[16] 。 为此,遗产与价值教研室制定了一套系统工作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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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接触建筑遗产的学生完成结构性思考和工作。
著名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提出“ schismogenesis”概念,用以描述由于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

累积而导致的个体行为规范的分化过程,即如何思考价值的个人行为实质上归因于个人累积的人

与人、人与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思考与具体行为)。 由此制定建成遗产价值框架:1)需包容所

有时段的价值,不拘泥于事先预定的价值范式;2)必须结合建成遗产的社会文化背景,建立“生态价

值理念”的视角。 同时,还必须能将遗产价值与建成遗产的物质结构相联系。
遗产与价值教研室制定的价值评估方法流程如下:1)发现并从视觉上将价值落实到建成遗产

上(分析);2)将非物质的遗产价值与物质结构相联系(分析与综合);3)将遗产价值排序并分析介

入性设计的机遇,支撑和指导后续设计(分析与整合);4)将遗产价值集成到设计方案的全过程(提

出创造性的策略,实现遗产价值保护、提升和物质化)(整合);5)将价值评估作为信息资源整合融入

反复的设计过程中的成功程度(评估)。
按照上述程序以下详细介绍工作坊的具体内容。
学生对设计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理解通常是模糊的,因此必须完善课程教学的基本目标和方法,

明晰它们对设计的意义。 建筑与价值教研室编制了“遗产价值矩阵” ( HV 矩阵) (表 2) [17] ,既给学

生提供了建成遗产价值评估基本框架,又给学生留出了充分发挥多样性的空间,其横轴、纵轴皆可

自由拓展。 要求学生在矩阵内填充视觉元素(照片、图纸、符号等),而非仅文字描述。 教学实验旨

在完整吸纳初级和次级资料,对各种类型、各种尺度的建成遗产进行价值评估流程的迭代。

表 2　 最新版遗产价值矩阵

此矩阵尝试将价值的真实性与建成遗产的物质方面相联系。 垂直轴线上是建成遗产的物质方

面:环境、场地、表皮、结构、空间规划、内部表皮、服务与设施。 水平轴线上是一系列的建成遗产价

值。 物质和价值意义在这种预定的框架下被直接联系起来,在矩阵的单元格中进一步阐述。 实际

学习中,学生也时常遇到在建筑案例中无法找到矩阵中既定价值类型的情况,就像在一堆稻草中去

寻找一枚针。 因此工作坊授课时取消了水平轴线上既定的价值类型,鼓励学生自己通过文献阅读,
针对研究案例提炼价值类型。

1. 发现价值(分析)
即分析建成遗产(建筑、场地、城市)的建筑艺术、技术和文化价值。 学生组成 3~ 5 人的小组,以

减轻工作量,提高研究深度,小组内组织关于价值及其重要性的讨论。
先着手初级资料,主要是档案资料的搜集和田野调查。 绘制建成遗产“年代图”能帮助学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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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解案例各个阶段加建、改建等发展历程,解析哪些是从前的,哪些是后来改变的,揭示遗失的元

素、形式和空间关系,而这些不仅能为价值分析提供线索,更可能直接生成设计概念(图 5) [18] 。 次

级资料则包括文学作品、研究报告、专家和遗产相关团体的访谈记录。 无论如何,仍然需要采用系

统的集成方法来提炼其中可供后续工作开展的元素。

图 5　 年代图
 

(马西洛综合大楼,鹿特丹)

2. 将(非物质)遗产价值与物质结构相联系(分析 / 整合)
鼓励学生在预先设定的价值类型“遗产价值矩阵”里填充内容,将价值的非物质性与建筑领域

的物质性直接关联,并通过文字解析其意义。 同时鼓励学生创新地增加、改组价值类型。
通过图像形式展示价值往往十分有效,因此教研室鼓励学生采用素描、示意图、草图、图标和自

己的照片来阐释价值,尤其是对那些能直接表现建成遗产物质和空间品质的部分(图 6) [19] 。 这个

练习既是一次观察和价值的整合,又是一次价值评估的尝试。

图 6　 扩展的遗产价值矩阵(港口前的隔离区,鹿特丹,
 

价值重要性由交通信号灯系统表示)

3. 对建成遗产价值排序,明确挑战和机遇,支撑与引导设计决策(评估)
价值排序可以通过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迭代,例如重要性、稀有性、坚固度、脆弱性、弹性等。

确定重要性通常需要小组讨论,但并非一定要达成共识,应充分尊重每位学生的个人价值判断。 而

后用简单的色彩标示方式(交通信号灯系统)将其重要性在遗产价值矩阵里表现出来:红色代表高,
黄色代表中,绿色代表低。 当然,高重要性并不代表就是完全不能改变的区域,而是应该非常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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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区域,要求介入性的设计或规划必须保留遗产价值,或者说尽最大可能减少遗产价值

的损失。
4. 将遗产价值整合到设计方案中(整合 / 评估)
将遗产价值信息与作为人工艺术的建成环境整合到一起必须结合背景,并落实到建筑物尺度

上。 学生需将精简的文字描述与建成遗产肌理和空间的测绘(三维激光扫描)整合到一起,阐述区

域 / 构件 / 元素的重要性(图 7) [20] ,从而推进设计决策:机遇(哪里需要改进? 需要提升什么?)、责任

(必须保护、关注什么?)、困境(哪些价值存在冲突? 比如经济要求与空间保护),提炼建成遗产可持

续的使用方式。

图 7　 学生对鹿特丹马西洛综合大楼外墙的文化价值评估结论

这部分的分析将作为主要的参考,影响后续设计决策,并且作为评价学生设计作品的基本标

准,避免学生在设计过程中不自觉地偏离初衷。 因此在设计之前先进行价值分析和评估是非常关

键的。

四、结语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BK 学院的建筑(城市、景观)史学教育和遗产与设计课程,主要有以下几个

突出特点,可供国内建筑(城市 / 景观)教学借鉴参考。
(1)打通本科教育建筑、城市、景观三个学科,推进通识教育。 尤其是史学(理论基础)部分的课

程,旨在为学生建立宏观的基本价值观和设计原则,培养学生“理性设计”的科学态度和思维方式。
“可持续性”“自然与社会-文化生态性”等理念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共识,建筑、城市、景观学科方向

的学生都必须建立三者协同、兼顾负责的意识,至少在观念上是必须的。
(2)史学教育应与设计教育结合起来,遗产+设计这类课程便十分重要。 如顾大庆先生所言,国

内“史学研究为主体,缺少一个设计者的观点,尤其缺少批判性的思考。”基于史学研究的史学教育

亦然。 BK 学院一贯坚持研究的目的是设计,而设计必须以研究为基础。 这一教学理念既贯彻到以

设计为核心的课程设置当中,也深入教师和学生思维、工作的方方面面。 例如以理论和前期研究结

果引导并评判学生设计方案,注重设计过程的逻辑推理,最大程度包容设计的具体形态。 随着学生

的成长,其审美和价值取向会发生许多变化,设计语言会大幅度扩充,教育应培养学生结构性的科

学设计思维和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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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学教育作为设计基础,应当提前至建筑(城市、景观)教育的入门阶段。 史学教育通过大

量经典范式的解析,为学生提供了设计语言、价值观、设计思维方式等多方面的支撑,帮助学生在进

入学科殿堂之初建立相对清晰的认知框架,不至懵然。 BK 学院对 133 名选修遗产+设计课程(三年

级)的学生进行课后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应当将建成遗产价值评估的概念,尤其是“遗产价值

矩阵”的方法提前到更早的建筑教育中去,这样既能为他们之前的一些设计学习提供更多的机遇和

评判方向,也能使他们在三年级的这门选修课学习中更好地发挥自主性[12] 。

参考文献:

[1]Rosenfield
 

K.
 

Norman
 

Foster’ s
 

Interview
 

with
 

the
 

European:
 

“Architecture
 

is
 

the
 

Expression
 

of
 

Values” . 2014:
 

http: / /

www. archd
 

aily. com / 56353
 

7 / inter
 

view - norman - foster - on - the - role - of - architecture - inmodern - society / Accessed
 

28
 

Sept
 

2017.
  

[2]
 

Cramer
 

J,
 

Breitling
 

S.
 

Architecture
 

in
 

existing
 

fabric:
 

Planning,
 

design,
 

building[M]Basel:
 

De
 

Gruyter. 2012:pp. 9.
  

[3]
 

Smith
 

E
 

M,
 

Hein
 

C.
 

The
 

ancient
 

past
 

in
 

the
 

urban
 

present:
 

The
 

use
 

of
 

early
 

models
 

in
 

urban
 

design.
 

In
 

Hein
 

C
 

(Ed. ),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lanning
 

history[M]
 

London:
 

Routledge. 2018:pp. 109 – 120.

[4]https: / / www. tudelft. nl / en / architecture-and-the-built-environment / about-the-faculty / organization-chart / .
  

[5]
 

https: / / www. tudelft. nl / en / education / programmes / bachelors / bk / bachelor - of - architecture - urbanism - and - building -

sciences / curriculum / .
  

[6]
 

https: / / zh. wikipedia. org / wiki / 荷兰地理.
  

[7]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Brochure
 

of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7.
 

https: / / www. tudelft.

nl / en / architecture-and-the-built-environment / about-the-faculty / about-the-faculty / .
  

[8]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现代建筑:一部批评的历史[M] .
 

张钦楠
 

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0.
  

[9]
 

贺璟寰,
 

王擎.
 

建筑教育启示之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篇
 

[J] .
 

建筑师,
 

2019(5):
 

117-125.

[10] https: / / www. tudelft. nl / en / education / programmes / bachelors / bk / bachelor - of - architecture - urbanism - and - building -

sciences / degree-programme / .

[11] https: / / www. tudelft. nl / en / education / programmes / bachelors / bk / bachelor - of - architecture - urbanism - and - building -

sciences / degree-programme / .
  

[12]
 

Hein
 

C,
 

van
 

Dooren
 

E.
 

Teaching
 

history
 

for
 

design
 

at
 

TU
 

Delft:
 

exploring
 

types
 

of
 

student
 

learning
 

and
 

perceived
 

relevance
 

of
 

history
 

for
 

the
 

architecture
 

profession[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Education
 

(2019) .
 

https: / /

doi. org / 10. 1007 / s10798-019-09533-5.
  

[13]Program
 

overview
 

of
 

“Heritage
 

and
 

Design”,
 

24-Mar-2020
 

19:54.
  

[14]
 

https: / / www. tudelft. nl / en / architecture-and-the-built-environment / study / minors-and-electives / heritage-design / .
  

[15]
 

Program
 

overview
 

of
 

“Heritage
 

and
 

Design”,
 

24-Mar-2020
 

19:54.
  

[16]
 

Moniz
 

C
 

G,
 

Quiroga
 

C,
 

Pottgiesser
 

U.
 

Education
 

for
 

reuse
 

(Session
 

25) .
 

In
 

A.
 

Tost? es,
 

&
 

Ferreira
 

Z
 

(Eds. )
 

Adaptive
 

reuse:
 

The
 

modern
 

movement
 

towards
 

the
 

future[M] . 2016:
 

pp.
 

830 – 867.
 

(Docomomo
 

1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Lisboa,
 

2016) .

[17]C.
 

M.
 

Kuipers,
 

W.
 

De
 

Jonge.
 

Designing
 

from
 

heritage:
 

Strategies
 

for
 

conservation
 

and
 

conversion[M] . Delft:
 

TU
 

Delft-

Heritage
 

&
 

Architecture. 2017.

[18] N. CLARKE
 

,
 

M.
 

KUIPERS
 

,
 

S.
 

STROUX.
 

Embedding
 

built
 

heritage
 

value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education
 

[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Education,
 

2019. https: / / doi. org / 10. 1007 / s10798-019-09534-4.

[19] N. CLARKE
 

,
 

M.
 

KUIPERS
 

,
 

S.
 

STROUX.
 

Embedding
 

built
 

heritage
 

value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education
 

[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Education,
 

2019. https: / / doi. org / 10. 1007 / s10798-019-09534-4.

68



陈　 丹,等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与建成环境学院建筑史学与遗产+设计教育

[20] N. CLARKE
 

,
 

M.
 

KUIPERS
 

,
 

S.
 

STROUX.
 

Embedding
 

built
 

heritage
 

value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education
 

[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Education,
 

2019. https: / / doi. org / 10. 1007 / s10798-019-09534-4.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heritage
 

+
 

design
 

education
 

of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Built
 

Environment
 

of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

 

Dan,
 

LIN
 

Yaoguang,
 

ZHU
 

Xuemei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P.
 

R.
 

China)
Abstract 

   

Renewal / reuse
 

of
 

buildings
 

 built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and
 

common
 

work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industr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ew
 

building
 

to
 

reusing
 

and
 

from
 

protection
 

to
 

revitalization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current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t
 

also
 

makes
 

related
 

courses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face
 

urgent
 

challenges.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Built
 

Environment
 

 BK  
 

of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has
 

made
 

a
 

long-term
 

exploration
 

through
 

reforming
 

the
 

history
 

courses
 

and
 

embedding
 

heritage
 

value
 

oriented
 

architectural
 

design
 

minors 
 

and
 

has
 

accumulated
 

mature
 

and
 

edge-cutting
 

experiences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history
 

education
 

and
 

designing
 

education
 

by
 

regarding
 

design
 

as
 

the
 

goal
 

of
 

history
 

education
 

while
 

taking
 

heritage
 

value
 

evaluation
 

as
 

the
 

guide
 

and
 

judgment
 

standards
 

of
 

designing
 

to
 

cultivate
 

the
 

capabilities
 

of
 

students
 

to
 

do
 

designing / planning
 

in
 

the
 

historical
 

and
 

socio-cultural
 

context.
 

The
 

course
 

contents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fic
 

processes
 

are
 

fully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domestic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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