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建筑教育　 　 　 　 　 　 2022 年第 31 卷第 4 期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Vol. 31
 

No.
 

4
 

2022　 　

doi:10. 11835 / j. issn. 1005-2909. 2022. 04. 017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张倩倩,郝桐. 叙事性思维下的建筑设计教学方法探索[J] . 高等建筑教育,2022,31(4):129-135.

修回日期:2020-12-17

作者简介:张倩倩(1986—),女,青岛城市学院建筑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建筑空间与展览展示设计研究,(E-mail)20438295@ qq. com。

叙事性思维下的建筑
设计教学方法探索

张倩倩,郝　 桐
(青岛城市学院

 

建筑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摘要:营造具有叙事性的场所与空间,是当代建筑最为重要的设计倾向之一。 在设计建筑时,从体

验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建筑的叙事性,是非常重要的设计思维方式。 在毕业设计的教学中,通过引导学生

在设计中构建叙事性的空间场所,加强对学生叙事性设计思维的训练,提升学生在设计作品中的逻辑

性,并以部分作品为例,探讨在设计课程中贯彻叙事性设计思维的可操作性,以期为今后的教学改革提

供方向和依据。
关键词:叙事性思维;毕业设计;设计逻辑;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0;TU-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22)04-0129-07

建筑设计是一个“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通常学生在发现问题到提出问题

这一阶段容易迷失在前期搜集的大量资料中,难以找到设计切入点。 同时学生在查阅资料时,在大

量的信息和参考资料中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内容、文字、情节以及图片等。 他们该如何挖掘出不同内

容、话题、领域故事背后的隐藏情节,找出一个或几个关键点发展出设计概念,成为设计创作的灵感

起源,抑或是整个设计逻辑的贯穿点? 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学生建立起建筑设计中的逻辑性呢?

一、建筑性与叙事性

(一)设计中的建筑性
 

所谓建筑性是搭建于事物与建筑之间的相通共性。 如果事物的某些特性能够与建筑产生联

系,便可成为设计师发展设计概念的起点。 通常建筑性的词汇是关于某个系统或事物之间的关系,
促进事物发展的策略或行为,对某个对象的治理,某一种反应或反馈,基于时间的、变化的过程,能
量或形式的转化等。 建筑性的词汇可以激发设计师创造新关系的灵感。 建筑性接近建筑设计的概

念,存在于事物间的关系中,但不一定带有意义和目的。 参考物的建筑性可以引发建筑思考,通过

研究参考物内外的逻辑系统,逐渐围合出建筑概念。
基于这种设计概念和事物关系的提炼,可以引导学生在设计前期,根据调研资料找一些建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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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汇进行提取并转换到建筑设计中,然后通过场地的特性施展要表达的概念。 在概念提取的过

程中,有一些事物或者事物之间的联系,不会让人直接感受到其明确的建筑性,但这些语汇及其表

达方式,存在着一种故事性的呈现,会让观者去主动追寻故事轨迹,这种出现在设计中的故事轨迹

就称之为建筑的叙事性。
(二)设计中的叙事性

20 世纪 80 年代初,叙事开始作为一种设计方法应用于现代建筑设计[1] 。 在当代西方建筑理论

中,柯布西耶的建筑漫游论,路易斯·康的建筑秩序理念以及伯纳德·曲米所提出的事件与建筑的

关联性等,都对建筑设计中的叙事理论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并引领了现代叙事在建筑与文学、电影

等跨学科之间的探索实践[2] 。 “建筑叙事学”虽然只经历了短短四十余年的发展,但其作为一种基

本的创作思维,已广泛应用于建筑设计之中。 如 OMA 的中国美术馆以及 SANAA 的金泽 21 世纪美

术馆,都是通过建筑师制定可变空间和多选择型路径让使用者自主叙述,体现建筑空间的叙事性。
又如安藤忠雄的水之教堂和崔恺的殷墟博物馆,由建筑师设定空间或路径,通过叙事场景唤起使用

者的情感体验。
叙事性就是用文学上的散文笔法来描述事情;在电影中就是情节的排布,将每个画面展开后去

表达叙事的逻辑;在建筑中则需要考虑行走流线,通过使用者看到的画面来塑造形象或是引起情感

共鸣,通过画面的串联形成叙事的场景。 在建筑设计中引入叙事性的设计,实则是在形成一种概

念,再将此概念空间化,并融入故事中从而来诠释建筑想要表达的观点。
建筑除了满足基本的功用和需求外,同时还在传递信息,叙事性设计是在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

设计。 设计师在建筑场景内,通过不同的叙事手段如视角、路径、空间序列等,让使用者沉浸在营造

的空间氛围,产生共鸣或是形成新见解。 所以叙事性设计其实是在营造一种空间感受,依靠某种叙

事逻辑,在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建立起情感联系,并通过叙事的技巧组织故事内容,唤起使用者内

心深处的共鸣和情感体验。 建筑设计中所体现的叙事性,更接近于事实陈述,通过一系列事件、线
索,带着意义和目的将概念引入到场地中并发生作用,串联起概念、历史、参与者、事件和行为等。

二、教学过程
 

(一)设计课题背景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和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推广,群众对城市体育建筑的要求越来

越高。 城市中的公众体育设施是广大群众进行体育观赏、健身娱乐和社会交际的场所,反映了现代

城市人民文化体育生活的重要一面。 其不单是专业性体育场馆,还是受到群众检验的项目工程。
因此作为功能性和展示性并存的建筑项目应引导学生在设计时着重体现设计的可识别性、导向性、
可持续性和互动性等。 针对人文关怀要求较高的设计,引导学生通过叙事场所的构建为切入点,加
入叙事性的设计手法,使建筑在原有的设计体系下呈现更多的创造可能性,丰富建筑元素之间的组

合,扩展学生思考建筑的维度,为设计的逻辑与策略提供更多样化的探索思路,帮助学生进一步释

放想象力,将设计灵感的汲取范围扩散至生活的每个角落。
(二)教学设计的不同阶段

1. 场地分析调研

如果把设计分为“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么场地分析调研正是“发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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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出问题”阶段所需完成的工作。 在设计中要尊重场地的原有特性及人文性,所以除了场地本

身与周边环境,场地的人文背景、经济背景、历史背景也是调研的重点。 在本次教学的前期调研中,
着重强调了针对使用人群需求的调研,因为了解用户体验和用户心理才能在设计中完成和用户的

互动。 调研时,可将不同人群结合场地照片或场地地图进行分析,能更直观、清楚地了解用户特点。
2. 寻找叙事线索,建立设计逻辑

当建筑与人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建筑自然就有了叙事性。 在建筑创作中,从使用者体验

的互动角度来理解建筑的叙事性,是非常重要的设计思维方式。 即建筑在什么情况下诞生,相关的

概念、对象、研究内容、场地功能、价值取向具体是什么。 设计者可依照这个次序思考建筑逻辑,叙
事性是线索,是表达逻辑,叙事性也具有话题性、事件性和现象性。 更确切地说,文字提出了叙事的

前提和可能,甚至构架了场地、概念、参与者的发展逻辑,如何利用这个构架来继续“制造”故事是对

设计者的考验[3] 。 整体而言,叙事是一种构建现实的方式,接近于写小说、写悬念、写前因后果、写
故事的发展脉络,叙事好比给设计者原因发展建筑概念。

3.
 

设计中叙事结构的搭建
 

建筑的互动性是设计中需着重体现的属性。 在设计过程中,引导学生营造具有叙事性的场所

与空间,鼓励学生进一步释放想象力,将设计灵感的汲取范围扩散至生活中的各个角落,这样在建

立设计逻辑与设计策略的过程中,可以有更多样化的探索思路。
 

通常学生在设计时,会更着眼于功能性的设计,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美学方面的修饰。 无需改

变原有设计思路与习惯,但在此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反复探寻设计目的,比如为什么要选择某种建

筑材料,为什么要实现某种建筑风格,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可以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 建筑的不

同空间是在为什么样的人服务,为什么层面服务? 只有对设计目的有更为透彻的认识,才会使设计

者和使用者之间产生更多的共鸣。
4. 叙事手法的运用

叙事性的思维逻辑可作为设计师主导的思维方式,它是将现实或生活中的相关事物作为建筑

设计叙事的载体,再结合建筑设计的语言:形体、空间、外立面、建筑结构、楼梯、门、窗、光、空气,甚
至声音、味道、触感等元素作为媒介,在设计中将建筑师的所想所感传递给空间体验者。

做设计,不管是方案还是偏概念化的设计,重要的是建立对事物的理解、感知,并把这种理解融

入方案中,即要引导学生在设计方案中建立逻辑秩序,通过设计手法来实现建筑空间的可续性,建
筑被如何解读,在于运用什么样的符号来组织叙事逻辑[4] 。

(1)叙事是一种设计的媒介,一个入手点,用叙事的思维把电影、文学等领域的内容融合进设计

中。 比如可以指定可变空间和多选择型路径,根据使用者的空间体验过程自主叙述,或者将电影中

的任务、运动、剧情和事件转化成空间来进行叙事性表达,通过为使用者提供的路径选择,结合电影

的叙事要素叙述故事,形成不同的空间序列,从而让观者产生了不同的体验[5] 。
如图 1,该学生运用建筑语言“翻译”了电影,叙述了电影里所描述的人和事以及场景。 在设计

过程中,参照电影中的时间节奏和人物线索,使用建筑语言对电影情节和镜头画面进行转译,捕捉

空间场景、活动事件和人的轨迹变化,梳理叙事结构,还原情感和体验,启发和拓展相关元素,使市

民中心体育场这个多重体验的场所容纳各种事件,进而形成一系列极富想象力和体验感的空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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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独特的叙事性。

图 1　 学生作业———电影情节的引入

(图纸来源
 

陈睿智)

(2)在设计的过程中注重概念的表达,使建筑的使用者能通过建筑所营造的空间体会到建筑师

想分享的内容。 即在设计中,由建筑师设定特定的空间与路径,使用者通过设计者安排的叙事场景

唤起预设的情感体验,产生精神共鸣。
如下设计作业(图 2),由立体跑道引出设计概念,思考如何将人引入场地,如何将场地自然地归

还市民,立体跑道的设计达成了联系场地与周边、串联建筑功能、融合建筑与场地关系的作用。 同

时将体验者在跑道使用过程中所能浏览并产生的情感体验一一描述出来,丰富了建筑的可读性。

图 2　 学生作业———路径的营造

(图纸来源
 

周晨)

同时,还可从空间、运动和事件三个角度切入设计,随使用者的运动和视觉展开空间秩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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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逻辑,在使用者对空间的探索中通过移步换景的概念创造新事件的契机,以人与建筑实体之间

的互动作为叙事性的表达(图 3)。

图 3　 学生作业———路径的营造

(图纸来源
 

贾景琳)

(3)通过不同的使用者以及不同的使用时间来表达设计概念。 在设计中注重设想场地可进行

的潜在活动,同时结合光、风、水、周边环境等外界条件,唤起情感与集体记忆。 比如在如下作业中

(图 4),学生通过在不同时间段提供给不同使用者各不相同的功能空间的设计概念,营造出该场所

的情感体验。 在场所中利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创造意境情节,也就是通过空间体验来引起情感共

鸣。 参照了屈米在拉维莱特公园设计中通过划分场地建立相对独立的场景叙事区域设计手法,将

建筑作为叙事载体呈现不同的场景事件。

图 4　 学生作业———场所的营造

(图纸来源
 

周晨)

(4)考虑到建筑叙事的宏观尺度和微观的衔接与过渡,可利用建筑自身不同的空间形态、尺度、

材料质感、空间的围合、开放、特定叙事元素等符号,迎合、反映建筑所要表达的叙事内容和情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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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比如在下述作品中(图 5、图 6),学生提出了建筑形态的多样性可能,同时丰富了不同建筑元素

之间的组合,通过扩展建筑师思考建筑的维度,来达到叙事性的目的。

图 5　 学生作业———建筑形态的营造

(图纸来源
 

马泽华)

图 6　 学生作业———建筑形态的营造

(图纸来源
 

马泽华)

　 　 (三)教学反思

本质上建筑的叙事性设计有别于形式与功能的设计,更注重人的活动与事件场景的营造,在设

计前期需对叙事脚本和视觉元素进行提取和分析,通过图解或空间来重新表达。 如何引导学生从

故事或影像中提取空间元素,或者用空间构造来叙述一个建筑故事在教学中尤为重要。 通过教学

实践可以发现,以往的教学设计对于学生的主动探索及独立思辨能力的培养还略显不足。 建筑师

不仅仅在设计建筑形式,还是在创造社会性的公共空间,建筑设计并不仅是一种关于形式的知识,

而是探索世界的知识形式[6] 。 在营造故事空间的过程中,学生能否结合方案设计理念找到叙事线

索与设计者自身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知识的储备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

同时,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寻找相融汇的课题也是教学的发展方向。 因此,跨专业联合教

学将会是未来常见的教学模式,在设计课中加入文学、剧作方面的叙事性分析,汲取电影建筑学、现

象学等不同学科的理念与手法,能让学生在设计中将空间情境化,在建筑方案构思的过程中,叙事

性从而自然而然地发生。

三、
 

结语

建筑师通常把建筑作为一种载体来表达概念。 这种概念可以是哲学上的探讨,
 

也可以是对生

活的见解。 跟许多艺术形式有相似之处,建筑设计是人的主观活动带有个人色彩。 所以,建筑大到

整体效果、与城市的关系,小到每一个细部节点的设计,都表达出建筑师的审美情趣、心情及精神状

态。 在此意义上设计的主观性使建筑带有广泛的叙事性。
 

建筑设计最终的评判标准还是如何与人的行为、心理、活动发生关系,人是所有设计想法的终

极起点。 在设计的全过程中,叙事性与逻辑性构成了设计的核心,设计的创新与形式离开了设计的

叙事与逻辑,就失去了生命力。 简单来说,设计过程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或缺,做建筑造

型形式设计的时候,要养成刨根问底的习惯,其关键是设计者的设计思维中是否有逻辑性。 同时设

计的叙事性与逻辑性要有价值,要对人、社会、环境产生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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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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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ng
 

narrative
 

places
 

and
 

spac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sign
 

trends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Understanding
 

the
 

narrative
 

of
 

archite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interaction
 

is
 

a
 

remarkably
 

important
 

way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think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graduation
 

design 
 

by
 

guiding
 

students
 

to
 

construct
 

the
 

narrative
 

space
 

in
 

the
 

design 
 

strengthens
 

the
 

training
 

of
 

the
 

students 
 

narrative
 

design
 

thinking 
 

and
 

enhances
 

the
 

logic
 

expression
 

in
 

the
 

students
 

design
 

works.
 

This
 

paper
 

also
 

takes
 

some
 

examples
 

of
 

students
 

work
 

to
 

explore
 

the
 

operability
 

of
 

implementing
 

narrative
 

design
 

thinking
 

in
 

design
 

courses 
 

aims
 

to
 

provide
 

directions
 

and
 

basis
 

for
 

future
 

teaching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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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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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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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logic 
 

tea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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