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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已影响城市和建筑的空间构成,并渗透和融入城市规划、城市设

计和建筑设计之中。 以云南大学设计初步(1)课程教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将建筑遗产保护思想融入教学

建构、教学解析以及研究与教学并重的设计专题,并运用到建筑学、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三个专业教学

中,从本科低年级设计课程开始就为学生打好建筑遗产保护思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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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增至 55 项,成为世界遗产大国。 建筑遗产保护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和关注,特别是在“文化自信”思想引领下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得到极大的推进。 2019 年 10 月,中国第

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被审核并通过,中国文物基金会 2018 年开始启动“拯救老屋行动”,世界遗

产委员会和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对遗产保护工作的支持,使建筑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建筑遗产保护思想的培育必须从建筑学本科教育开始。 《高等学校建筑学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

(2013 版)设置了建筑学本科专业“建筑历史与理论及历史建筑保护”方向,设立了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专业(专业代码 082804T) [1] 。 2003 年同济大学率先开设历史建筑保护工程本科专业,北京建筑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也相继开设建筑遗产保护的相关本科专业,至今已有多所高校开设

了与建筑遗产保护相关的研究生课程,有的还建立了遗产保护中心。
本文以云南大学设计初步(1)课程为研究对象,探讨将建筑遗产保护思想融入建筑学、城乡规划

和风景园林三个专业教学中,从本科低年级设计课程开始就着力为学生打好建筑遗产保护的思想基

础。 建筑学专业本科教学的传统培养方案,设计类课程学分占比很大,学生对其极为重视。 学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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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多数从事设计类工作,建筑学科的科学性却较难在今后的设计工作中体现。 然而“5G”通讯、大数

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无人驾驶、智慧城市等等新事物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建筑创作和设

计教学中如何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需求。

一、设计初步(1)课程教学的回顾与反思

设计初步(1)课程是云南大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和建筑学三个本科专业重要的设计基础课程,
该课程教学方法一直以建筑学专业传统本科教学模式为基础,并结合国家政策不断调整。

(一)课程教学回顾

作为主讲教师,2005 年秋季笔者开始给 2004 级景观建筑学专业本科生讲授设计初步(1)课程,至
今已十五载。 在综合类大学如何讲授设计课,这是我们教学团队一直在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并取得了

一些研究成果。 以设计基础课中的模型、色彩、设计视角和手绘为关键词,教学团队已发表的相关文章

见表 1[2-5] 。
表 1　 就低年级设计课程教学问题发表的文章

序号 发表的教学文章名称 涉及的专业 发表时间 发表的期刊 教学方法及关键词

1 景观设计基础课教学方法———模型
建构在教学中的运用 景观建筑设计 2007 年 高等理科教育 模型

2
色彩对城市生活的初步架筑———城
市规划专业一年级色彩基础教学实
践

城市规划 2010 年
2010 全国高等学校
城市规划专业指导
委员会年会论文集

色彩

3 城乡规划学视野下城市规划专业本
科基础教学构想 城市规划 2011 年

2011 全国高等学校
城市规划专业指导
委员会年会论文集

规划视野

4 景观建筑设计专业的手绘教学刍议 景观建筑设计 2011 年 中国园林 手绘

　 　 (来源:笔者自制)

设计初步(1)课程教学始终坚守实践性与学术思想并重的课程体系。 该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建筑

基础理论和设计实训两部分,建筑基础理论部分以讲授为主,主要有建筑的形成与发展、建筑的性质与

特点、建筑形式美的特点、建筑形态构成的基本形式及要素和建筑造型法理论知识等内容;设计实训部

分突出设计实践训练,主要教授学生学习使用绘图工具绘制建筑认知、建筑表达、空间体验与空间限定

设计等图纸表达。
设计初步(1)课程教学目的是通过对建筑理论的讲授和设计实践训练,帮助学生了解建筑学的基

本概念及相关知识、建筑的发展演变、建筑美学知识、建筑形态构成与造型法等基础理论;学习并掌握

空间分析的简单方法与步骤,培养理性认识建筑的能力;在学习并初步掌握抽象造型设计的基本概念

和原则、一般形式美的法则和具体处理手法的基础上,初步形成并逐渐提高审美能力、动手能力乃至创

造力,为建筑设计积累造型基础;掌握徒手钢笔画、建筑工程制图及模型制作等方案表达的基本技能,
并应用于具体的建筑设计中;掌握建筑空间的图示语言、人体活动尺度与建筑空间比例的基本概念和

关系,在了解建筑基本组成要素的基础上,学习并掌握小型方案的立意构思、比较优化、修改完善及最

终表现的工作步骤与方法;培养严谨学风、正确态度、科学理念、合作精神、创新意识和良好的职业

道德等。
(二)对遗产保护教育的认识

场地与文脉、功能与形式、建造与材料是建筑设计的三个核心问题[6] 。 建筑学专业一年级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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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难以理解和把握这三个核心问题。 为了更好地引导学生对场地与文脉进行思考,并掌握其表达,
课程教学中尝试通过对比云南大学东陆校区、洋浦校区和呈贡校区,强化学生的认知,并适时加入

云南大学校史的相关内容,帮助学生准确理解文脉的涵义,加深学生对学校历史的了解,增强对学

校文化的认同感,同时引导学生思考校园认知的表达。

二、设计初步(1)课程教学建构

(一)注重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

维。 设计基础类课程尊重自然,注重人文,承启历史,通过开设多样化的理论课程对学生进行职业

素养的熏陶。 此外,利用云南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在设计基础课中加入社会学、经济学、美学、
考古遗址、建筑史、风景园林历史和城乡建设史等内容,拓宽本科低年级学生的建筑学科视野,帮助

学生建构开放的知识体系,着力培养他们在设计中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1. 建筑概论

从传统的经典建筑开始讲授建筑的意义和建筑的科学性,通过介绍熟悉的建筑物、著名的匠师

和经典传世的建筑作品,让本科低年级学生初步了解建筑建造技术。
对中西方古代匠师以及近现代建筑师的介绍,使学生不仅了解人类的建筑史和著名的建筑师,

而且让他们感受建筑艺术的魅力。
“样式雷”是对清代宫廷建筑匠师雷氏家族的誉称。 雷氏家族前后有六代在内廷样式房担任掌

案职务,传世的“样式雷”图档包括画样、烫样、工程做法等文档,是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极为珍贵的遗

产[7] 。 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是一部中国古代营造典籍,它总结了北宋时期的官式建筑特点,是建

筑领域的规范性书籍,是中华文明对世界建筑史的特殊贡献。 世界最早的建筑书籍是维特鲁维的

《建筑十书》,该书介绍了西方著名的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和赖特四位大师设计的经

典建筑作品,并对其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特点进行了分析。
2. 遗产概论

19
 

世纪欧洲各国先后建立文化遗产保护法律,表明人们对建筑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认同,
历史建筑古迹遗址的保护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我国现代遗产保护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考古学研究,遗产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发展,有世界

遗产委员会划分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有文物部门管理的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有住建部门管理的各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各类风景名胜区,有工信部管理的工业遗产等多

项内容。 建筑遗产种类多,管理部门也多,对建筑遗产国内至今尚未建立遗产保护体系。
(二)激励教学

近几年,笔者所在教学团队选用呈贡校区不同地段作为设计基地,开展现场实地调研。 呈贡校

区的晚翠园是学校 2018 年在呈贡校区恢复重建的传统建筑,为三合院落,是中华传统文化传习基

地。 在现场调研时,2019 级建筑学专业一位正学习京剧唱腔的学生,登上晚翠园戏台为大家表演

(图 1),同学们从其表演中领悟到传统戏台在人们精神层面的价值,认识到不同建筑场所的作用,也
感受到呈贡校区恢复晚翠园传统建筑与学校历史的关联性,从而加深了对传统建筑和建筑遗产保

护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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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9 级建筑学专业一学生在晚翠园戏台为全班同学表演
 

(图片来源:撒莹拍摄)

(三)多元化教学

1. 循序渐进地推进教学

在学习设计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通过基础训练激发学

生的设计兴趣,训练学生的设计思维,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 基础训练包括学会用不同的笔完成不

同的作业,尺规绘制线条练习,学会使用针管笔;手绘钢笔画练习学会使用钢笔、美工笔或绘图笔。
鼓励学生阅读建筑设计专业的入门书籍,了解著名建筑师的作品,激发学生学习设计的兴趣。

2. “和实生物”的教学理念

古人曾说:“和实生物”,即不同事物彼此和谐才能生发世间万物。 教学中引导学生创新地运用

所熟知的设计手法,或所了解的建筑师的设计手法和构思方法,去完成自己的建筑构想。 可要求学

生手绘自己熟悉的历史建筑场景钢笔画,了解不同场景中建筑立面造型的特点,梳理建筑构件和建

筑材质,激发对建筑学专业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观察不同围合空间不同时间人们行为的特点,为
建筑设计奠定基础。

三、设计初步(1)课程教学解析

建立空间概念和持续练习绘图技能是建筑学专业本科低年级学生表达设计思想的基石。 在设

计初步(1)课程中以云南大学东陆校区、呈贡校区为分析对象,从两个校区历史建筑资料入手,通过

不同空间尺度的对比分析,引导学生了解两校区建筑的文脉传承,加深对两个校区历史文化、环境

和校园文化的认知。
(一)空间体系———尺度概念

引导学生从宏观、中观、微观的空间分析呈贡校区和东陆校区内的不同空间节点,然后绘制宏

观(空间区位)、中观(空间序列)和微观(建筑肌理和环境行为)不同尺度的图纸,要求利用尺规绘

图、拍照,辅助完成图纸表达。
1. 宏观:空间区位分析

选取所分析的校区内空间节点内的区位、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依据设计的原则、方法和目的

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表达,主要分析不同节点在校区的位置、主要出入口,以及与校区其他部分的关

系。 图 2 为 2018 级学生作业,其以呈贡校区的文典广场为分析对象,总图上标注文典广场的位置,
通过照片影像描述周边建筑和环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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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观:空间序列分析

主要分析校园内节点的主体建筑、次要建筑和景观小品所形成的空间序列。 图 3 分析东陆校

区的空间序列,平面图上利用庆来堂、广场、银杏道和物理馆的平面形制说明空间系列关系,再利用

各建筑立面照片进一步说明立面的关联性。

图 2　 2018 级建筑学专业校园

认知———空间区位分析作业

图 3　 2018 级建筑学专业校园认知

———空间序列分析作业

　 　 3. 微观:建筑肌理分析

主要分析各节点内单体建筑的建设历史、建筑的平面特点、建筑的立面特点、建筑材质以及建

筑色彩等建筑元素。 图 4 分析呈贡校区建筑与规划学院楼建筑的立面特点、建筑材质和建成历史,
并用手绘表达建筑立面材质和建成历史。

4. 微观:空间行为分析

主要分析同一节点内不同时间人的行为动作和频率,旨在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理解不同空间

不同时间人们行为的不一样。 图 5 分析科学馆、图书馆、生物馆、物理馆和化学馆周边道路不同时

间教师和学生的人流,利用柱状图分析不同时间人流的变化,并总结一些规律。

图 4　 2018 级建筑学专业校园认知

———建筑肌理分析作业

图 5　 2018 级建筑学专业校园认知

———空间行为分析作业

　 　 (二)技能习作———工匠精神

规范制图、手绘、仿宋字和模型的制作是建筑师表达设计思想的主要方式。 设计初步(1)课程

教学沿袭传统,用图板、尺、笔等工具来表达设计师的思想。 需要购置丁字尺、三角板、铅笔、速写本

等相关的绘图工具,学习利用丁字尺和三角板绘制线条的方法,每周练习仿宋字,每周手绘钢笔画,
从手绘的笔画到建筑设计的空间表达,由易至难,逐渐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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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线条的尺规基础训练

低年级学生主要学习从现场调研、认知基地、分析基地到设计表达等的基础技术,如规范制图、
建筑设计构思到表达、摄影、建筑模型制作等。

规范制图线条绘制的要求:线形准确、清晰,构图合理及仿宋字体笔画均匀合理,墨线线条间

距、长短、粗细、形状、规格、起止和交接等均匀不流坠符合要求;墨线线条均匀、线形明确、曲线和直

线交接平滑;图面清晰整洁,布图均衡美观,仿宋字体工整,符合制图要求。
在建筑设计构思中,可以借助等比例制作建筑模型,修改不合理的建筑平面和立面造型,进一

步完善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对话。
2. 钢笔画的手绘训练

手绘是记录设计素材的方式,是设计师个性的再现。 即利用掌握的透视原理,迅速把符合视觉

规律的事物、空间环境正确地反映到画面上,使其看上去真实、自然。 手绘的快速表达可以用笔触、
线条、点等处理方式,体现主次、虚实、褪晕、弧面等层次的变化。

图 6　 2010 级景观建筑设计专业

学生临摹的钢笔画作品

兴趣是学生手绘的基础。 由于手绘表现涉及多方面的因素,笔
者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临摹感兴趣的作品,使他们对作品有

进一步的了解,增强他们学习的信心。 在设计初步(1)课程教学中,
钢笔画的教授是让学生先思考,再对其思考后的手绘作品进行分析

和绘画,以准确把握建筑、景观小品的形体,为以后的钢笔淡彩实训

奠定基础。
由于社会阅历的不同,不同的学生其兴趣爱好也完全不同,表

达的钢笔画也千姿百态。 许多学生因为之前未接触过美术,感到学

起来比较困难,因此从设计课开始,就引导学生寻找自己喜欢和感

兴趣的历史建筑作品进行临摹。 图 6 是 2010 级景观建筑设计专业

一学生临摹的钢笔画作品,原作品的空间气氛、意境、色调的明暗都

相对适宜,符合学生的兴趣,笔者鼓励他们多找这样的场景练习。 第一学期结束后,学生都不再畏

惧钢笔画,也逐渐建立了专业学生的自信心。

四、基于科研反哺教学理念的设计专题

为适应建筑学科的发展变化,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应适时加入文化类、科技类和艺术类等课程,
促进新工科的发展。 因此,在低年级设计基础课程教学中,应坚持基于科研反哺教学的教学设计理

念。
(一)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教学体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丰富遗产和多元民族的国家,如果完全借用或套用外来的概念、术
语,显然无法客观地展现中国遗产全貌[8] 。 云南大学建筑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设置有中国建筑

史、外国建筑史、遗产保护与发展等课程,旨在以建筑史课程为主,拓展世界遗产保护、文物保护、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和风景名胜保护等系列内容,突出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从历史纪念物保护的《雅典宪章》到文物建筑保护的《威尼斯宪章》,再到《关于原真性的奈良

文件》等国际保护宪章(表 2)可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单体建筑、建筑群、历史街区、城镇及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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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环境,到跨区域、跨类型的文化线路,世界文化遗产的内涵不断扩大,逐步将园林景观、乡土建筑、
水下文化遗产、近代工业遗产等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已涵盖很多层

面。 因此,需要建立建筑学视野下遗产保护的教学体系,以及符合中国特色的建筑遗产保护制度。
 

(二)目标明确的训练

设计基础课根据学校所在地区和地形的特点,开展建筑空间设计的训练。
1. 结合云南高原山地的空间训练

云南大学具有高原、山地特有的地形地貌,洋浦校区和呈贡校区地形坡度起伏变化较大,设计

初步(1)课程以学院所在校区为设计基地,因为学生对自己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会有较好的认知。
“空间限定设计”选定呈贡校区泽湖为设计基地,依据场地的坡度拟定三个题目,具体要求如表 3[9]

 

。
 

2018 级建筑学专业 37 人和 2019 级建筑学专业 35 人参与训练,每个题目有 10 余名学生参与设计,
从设计构思到设计方案,通过在不同设计基地的训练,学生设计能力有了全面的提高,同时也充分

体现了学校设计课程的特点。
表 2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国际章程列表

时间 名称 主要内容

1931 年 雅典宪章 历史性纪念物修复

1933 年 雅典宪章 关于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包括对历史建筑和地区的保护

1964 年 威尼斯宪章 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

1972 年 世界遗产公约 集体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1975 年 阿姆斯特丹宣言 保护欧洲建筑遗产

1979 年 巴拉宪章 保护和管理具有文化意义的文化遗产地

1982 年 佛罗伦萨宪章 保护历史园林

1994 年 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 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概念评估及其应用

2005 年 西安宣言 保护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

2008 年 文化线路宪章 保护文化线路

　 　 来源:笔者依据镇雪峰、张松《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国际宪章综述》(《理想空间》第 15 期第 101-104 页),以及 http: / /
whc. unesco. org 网页资料整理

表 3　 空间限定设计的场地要求

场地序号 类别 坡度值 度数 建筑场地布置及设计基本特征

场地一 陡坡地 25%-50% 14°02~ -26°34′ 建筑区内人行道须与等高线成较小锐角布置,建筑群
布置与设计受到较大限制

场地二 中坡地 10%-25% 5°43~ -14°02′ 建筑区内应设梯级,人行道不宜垂直等高线布置,建筑
群布置受到一定限制

场地三 缓坡地 3%-10% 1°43~ -5°43′ 建筑区内道路可以纵横自由布置,不需要梯级,建筑群
布置不受地形的约束

　 　 来源:笔者依据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三版)第一分册建筑总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年]有关资料整理绘制

2. 符合民族建筑特点的设计方法训练

方法训练是对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的一种培养[10] 。 训练中强调建筑设计基本

方法的传授,在解读课题、调研分析、方案的构思深化,以及与建筑其他工种的技术整合等全过程

中,注重建筑设计思维方法的讲解,引导学生深入探讨建筑遗产和传统民居形成的文化因素、建造

技术和美学价值、场地与文脉、功能与形式、建造与材料等,掌握传统建筑材料在现代建筑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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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在设计课程中,还特别加入云南民族传统建筑的建造技艺传承和多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知

识,组织学生讨论思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五、结语

设计初步(1)作为建筑设计的学科基础课程,旨在通过建筑历史、建筑理念、建筑作品和历史建筑遗

产的讲授,激发学生对建筑设计的兴趣;从熟悉的校区历史建筑中,强化学生对学校建筑历史的认知和热

爱;从手绘历史建筑场景的钢笔画,学会理解历史建筑与空间的关系;从各类课程教学中引导学生进一步

认知云南省民族建筑的特点,帮助学生建立建筑遗产保护思想和民族文化的自信,增强专业自豪感。 同

时实现本科低年级到高年级“技术—知识—能力”的进阶,帮助学生拓展视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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