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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赋能
乡村振兴模式实践探索

周彝馨
（华南农业大学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是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之一。德国包豪斯工作坊教学模式存

在的主要问题，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而高校的“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针对“工作坊”的不可持续性问

题，提出了多方面的改进意见，成为包豪斯工作坊 2.0模式。以华南农业大学“广府古建筑技能大师工作

室”为案例，结合该工作室在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实践，探索“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与乡村振兴相互促

进的特色之路。工作室在包豪斯“工作坊”体系的基础上改进，突出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贯彻教学、科研、

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理念。运用“以行促学，学科融合，扎根乡建”的教学方法，与教学体系高度结合，

促进建立特色教学体系；开拓本校建筑学专业多学科交叉的新研究领域；通过不断实践培养熟悉乡村振

兴的创新型人才。教学达到了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回馈社会的教学效果，建立起高校学科与外部系统

的联系，培养多学科交叉型人才，学院式研究与科普公益工作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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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坊”2.0模式

进入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决策，为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工

作规划纲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紧抓“技能大师工作室”制度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成为技

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作坊（Workshop）模式由德国包豪斯学院创造并倡导实施。包豪斯的工作坊模式在艺术设计

中被广泛运用，而后在国内外高校应用型学科中普及，是向学生传授专业技能的主要途径之一。包

豪斯工作坊是教学、研究、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教学为研究和实践服务，研究为教学和实

践提供理论指导，实践为教学和研究提供验证和物质支持，是良性的教育体系循环系统。工作坊由

核心人物（导师）和数个小组成员组成，人数可多可少，通过共同探讨预设课题，进行分工合作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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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实施方案或多实施方案。包豪斯的工作坊模式使实践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最大化地

发展了实践与理论的联系，适应了新的社会需求［1］。

但单一的工作坊存在的问题影响了其可持续发展：（1）时效性和目的性强，课题之间难以保持

连贯性，缺乏持续的项目与资金支持，工作坊难以持久发展；（2）人员流动性大，对于高校来说，学生

流动性大，承继性容易出现断层，人员的变化导致工作坊的不稳定和短期性；（3）资金来源不稳定，

单靠教学支持，其运营经济来源不稳定［2-4］。

高校“技能大师工作室”（Studio）模式针对以上工作坊的不可持续性原因，提出了多方面的改进

措施：（1）创品牌型实体，以品牌方式运营，引导项目课题，以保证课题的方向性与持续性；（2）固定

的组织架构，工作室的核心团队较为稳定，其他人员梯级分布，合理安排“核心教师—青年教师”“高

年级学生—中低年级学生”的“传-帮-带”式稳定联系；（3）与政校企多方合作，以服务社会谋求发

展，与社会、政府、企业、行业团体不断交换能量与资源，在资源和经济方面较为稳定。高校“技能大

师工作室”模式可以认为是工作坊模式的2.0版本［5，11］。

二、“广府古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概况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华南农业大学作为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大学，顺应时代潮

流，发挥优势特长，乘此契机开展乡村振兴领域研究和实践。学校学科门类齐全，98个本科专业涵

盖农、工、文、理、经、管、法、艺，多学科融合发展，多方面支持乡村振兴事业。华南农业大学的建筑

学专业探索学科与“技能大师工作室”共同发展、互相促进的新教学模式，引领华南地区的乡村振兴

教育事业，拓展在乡村振兴的防灾减灾、合理规划、生态宜居方面的教学研究和实践。

“广府古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于 2016年，如图 1所示。工作室由具备 10余年广府历史村

落、古建筑领域研究经验的专业教师主持，团队成员包括核心教师 14人、在读学生 34人。2016年获

“专家工作室”“名师工作室”等称号，2018年获“传统建筑与历史村落保护研究基地”称号，2019年获

“广东省技能大师工作室”称号。团队成立至今，获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

目、5项省级科研课题、6项市区级项目。团队出版专著6部，其中3部为师生合作出版。师生获全国

性竞赛金奖 9项，银奖 8项，铜奖 23项，工作室的教师 26人次获最佳指导教师奖。同时，工作室承担

大量的社会公益工作。从 2019年开始，“技能大师工作室”模式与建筑学科的教学、科研、实践深度

结合，并且置于华南地区乡村振兴的前沿阵地进行探索试验。

三、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理念

“广府古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第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以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

图 1　工作室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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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科融合”为教学理念。工作室聚焦于岭南传统建筑与历史村落，团队成员长期致力于历史村

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克服艰苦的环境开展实地调研，足迹遍布整个华南地区。长期努力与

坚持，旨在探索一条岭南乡村振兴领域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相互促进的特色之路。

四、“以行促学，学科融合，扎根乡建”的教学方法

“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教学方法以“以行促学，学科融合，扎根乡建”为核心，以科研、实践促进

教学，通过多学科教学方法相互作用，实现知行合一的教学目标。

（一）以行促学：与教学体系高度结合，促进建立特色教学体系

华南农业大学作为华南地区的重要高校，建筑学专业的教学体系中有中国建筑史、岭南建筑与

园林、岭南乡土建筑与文化、历史建筑调查与测绘等课程，“技能大师工作室”团队的研究方向与这

部分课程高度相关。工作室的核心成员均为教师骨干，是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与执行者，因此工作

室的研究方向和进度与教学体系高度配合，工作室学生引入、项目配合与课程的时间安排高度吻

合，丰富和夯实了课程实践。

踏查与测绘工作是建筑学专业教学与实践的基础，是获得大量研究资料的前提。每年“技能大

师工作室”组织师生踏查各地的历史村落和传统建筑。10余年间，团队从广东佛山本地历史村落开

始，沿着西江流域逐渐溯源，走过广西的大部，直达云南东部和贵州南部。至2018年，已经完成了西

江流域 282个代表性历史村落的踏查工作。2019年开始，团队又开始了北江流域历史村落之旅，并

溯源至湖南与江西。至今，工作室团队已完成北江流域 43个代表性历史村落的踏查工作。踏查成

果为工作室师生共有，可用于师生的教学与科研。部分成果收录于师生合作出版的《西江流域传统

聚落防灾史研究》《佛山历史村落》等专著中，且即将出版《佛山传统村落与中国古代文明》《顺德古

村落研究》等专著。

在古建筑踏查和测绘工作方面，经过多年坚持的课堂与业余测绘，已经踏查和测绘了数百个重

要传统建筑，如图 2—图 4所示。成果部分收录于《佛山传统建筑》《佛山祠庙建筑》《顺德古建筑研

究》《岭南祠庙一阕》中。学生因在学习古建筑营造过程中的扎实工作态度，受到大量文保设计单位

与古建筑设计单位的青睐，为部分学生提供了就业机会。

与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澳洲纽卡素大学）合作开展国际班教学，工作室与国际班合作乡

村规划实践项目，并开设乡村田野调研、岭南乡土建筑实践等课程，已与当地政府合作定点田野调

研与乡土实践的村落包括佛山三水岗头村、高明深水村、郎锦村，广西贺州东水村等。建筑学专业

将继续与国际教育合作“国际联合课堂”和“开放式村落展览”活动，邀请专家进行联合教学，并展示

合作乡村规划实践项目的成果。

在华南农业大学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修订中，团队主持新增了岭南乡土建筑营造课程，包

括岭南乡土材料认知、场地营造、田野调查、建筑营造，重视实践、突出涉农专业的优势、突出地域性

特点，锐意建设为一门农业院校的特色课程。

图 2　湖南永州宝镜村调研 图 3　广东肇庆澄湖村调研 图 4　广东云浮水东村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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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科融合：开拓本校建筑学专业多学科交叉的新研究领域

当前，建筑学专业发展普遍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国内各高校集中力量寻求突破，其中一个重要

方向是多学科交叉，引入新技术、新观念，以求突破建筑学专业部分陈旧的教学模式［6］。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科研领域广泛，涵盖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防灾学、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

核心教师成员的学缘构成与丰富经验互补，分别具备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家注册城乡规划师、

国家注册造价师、高级景观设计师、高级古建筑项目经理等执业资格。当前团队汇聚了各学科的高

端人才，包括新能源、大数据、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研究、BIM、VR虚拟现实等多个前沿学科。

“技能大师工作室”开拓了建筑学专业多学科交叉的新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水利工程学与建筑

学交叉融合——堤围格局与聚落形态的关系研究；防灾学与建筑学交叉融合——传统村落防灾形

态的研究；社会学与建筑学交叉融合——传统村落的社会适应性研究；景观学与建筑学交叉融合

——聚落景观研究。这几个领域的课题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和广

东省人文社科基金的立项支持。

（三） 扎根乡建：通过不断实践培养熟悉乡村振兴的创新型人才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科研内容深刻影响了专业学生，经过了长期持续实践，他们对乡村的观察

和研究有了一定的认知，设计选题不再是空中楼阁，而是回归生活本源，关注周边需要振兴的村镇，

拓宽了建筑学专业的设计领域。

工作室核心团队在研究村落的同时，不断敦促师生结合专业思考村落振兴的未来方向。数年

来，师生利用深厚的村落调查和研究基础，参加了多个国家级设计大赛，选题以历史村落活化为主，

获得多个全国性大奖。在本土的设计竞赛中，团队更具优势。2021年，第五届“泛北部湾高校建筑

设计课程联合教学及竞赛”和第十二届“博意设计·众图·筑觉杯”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中，团队学生

获一等奖；2020年第一届东方创意之星设计大赛获最佳学术奖金奖；2019年“佛山首届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创意设计大赛”中，团队学生同时获得一等奖与“最佳人气奖”，如图 5所示；2019（第三届）广

东省“学院奖”青年师生设计艺术大赛获得一等奖。他们的作品立足地方，将研究成果与设计项目

深度结合，虽不成熟，但自有见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创作风气。团队科研成果不仅丰富和更新了

教学内容，而且增加了科研的深度和厚度。

工作室培养出一批为乡村振兴服务的栋梁之材，学生的创新和设计能力受到社会的肯定，对乡

村振兴的理解程度亦高于较多专业设计师，大批学生进入了乡村振兴、文物建筑保护等方向的设计

机构。

五、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回馈社会的教学效果

“广府古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在追求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回馈社会的教学效果方面做出多方

面的努力与尝试。

（一）学科发展：建立高校学科与外部系统的联系

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知识生产演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演变看，学科的发展

离不开系统化的实践组织工作［7］。自“教研合一”理念提出以来，科学研究的知识生产创新在高等教

育职能体系中的地位愈来愈高，推动了研究型高校的发展［8］。20世纪初，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张打破传统高校的封闭状态，走出“象牙塔”，关注学科知识实践，以更好地

与社会发展接轨。通过知识实践可以建立起高校与其外部系统的联系，形成更加开放的学科专业

生态系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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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才培养：培养多学科交叉型人才

（1）培养创新思维人才。“广府古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倡导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融合建筑学、防

灾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项目与团队注重吸收多领域的人才，建设学科交叉与融合的

环境，以项目合作研究方式培养多学科交叉型人才，以推动研究的突破。核心教师成员学缘构成与

经验互补，团队汇聚了各学科的高端人才，涵盖多个前沿学科。学生在工作室接触到不同专业理念

的碰撞，迸发创新思维，这是创新的动力源泉。

（2）培养系统型思维人才。工作室立足于系统研究课题，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深挖研究方向，形

成了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把研究对象（乡村振兴）与研究者（师生）看作一个系统，从整体出发，达到

最优目标。在此研究逻辑引领下，培养出大量具有系统性思维的人才，有大局观，注重整体系统，有

利于搭建乡村振兴的整体框架，形成新的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这是创新的坚实基础［10］。

（3）培养具有总结历史、推演未来能力的人才。工作室锐意研究乡村形态的过去与现状，研究

乡村形态演变的动因，推演乡村未来的发展。工作室培养的人才可以获得总结历史、推演未来的

能力。

（三）回馈社会：学院式研究与科普公益工作相结合

“技能大师工作室”配有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向全社会公开的公益性广府建筑知识宝库，当前微

信公众号由传统建筑和历史村落两大板块组成，共22个专栏，涵盖了广府建筑和广府村落的各个方

面，其中VR虚拟现实全景动画展示和掌上课程、掌上书籍等最有特色，如图6所示。

利用VR虚拟现实全景动画技术，让学生和观众实时、实景、互动式观察和体验设计成果，观众 
可以在体验的同时和作者互动，如图 7所示。此项技术应用在公众号和课程中，使学生们对自己的

设计理解更深刻、思考更细致；应用在毕业设计展览和课程作业展览中，使观众更加切身体验学生

们的设计成果，方便社会检阅教学成果，也方便学生互评作业、互相学习，如图8所示。

以视频和微信翻页推文技术进行课程和课件推广，学生和社会人士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课程。

将广府建筑书籍制作成图文并茂的微信翻页推文，并配以讲解，最大程度的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

全部新媒体技术支持由工作室的学生完成，进一步培养素质全面的新型建筑设计人才。

工作室除了出版学院式研究的专著，还出版了不少岭南古建筑的科普著作，如《岭南祠庙一阕》

《佛山传统建筑》《佛山历史村落》《佛山祠庙建筑》等，其中，《岭南祠庙一阕》获2023东方创意之星教

图 5　工作室的学生参加“佛山首届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创意设计大赛”路演决赛并获得一等奖与“最佳人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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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学创新大赛国赛金奖、2023年度广州科技传播力量年度十佳优秀科普作品。

图 6　广府古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公众号

图 7　公众号内村落活化地VR虚拟现实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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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彝馨 “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赋能乡村振兴模式实践探索

“技能大师工作室”重视将资源回馈于社会，承担了大量乡村振兴的公益工作，包括乡村振兴的

公益讲座、公益活动，乡村振兴的学术推广等。工作室长期为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佛山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局、东莞市图书馆、东莞市建设培训中心、汕头市建委、清晖博士论坛、德胜读书会、榕

树头村居保育公益基金会等提供公益讲座和技术服务，如图 9所示。工作室参与了佛山地区 3批历

史村落活化的提名、验收等工作，参加了顺德均安镇关帝巡游活动、顺德龙眼村龙眼点睛活动等地

方文化推广活动，并将研究成果推广到各地。

六、结语

经过6年的建设和摸索，“广府古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初步探索出一条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高

等院校建筑学科的发展之路。其在包豪斯工作坊体系的基础上改进，突出自身的优势和特点，贯彻

教学、科研、实践“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运用“以行促学，学科融合，扎根乡建”的教学方法，达到了

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回馈社会的教学效果。

高校“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模式仍然在不断探索改进中，“广府古建筑技能大师工作室”作为试

点典型，极具研讨的价值。期望该模式能抛砖引玉，共同促进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学模式的创新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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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model of architectural skills master studio 
combined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ZHOU Yixin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Civil Engineeri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P. R.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skills master studio is a 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ic measure in the new 

century.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model of Bauhaus workshop, which affects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architectural skills master studio in universities puts forward various 
improvements in view of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the workshop, which has become the 2.0 model of Bauhaus 
workshop. The article takes Guangfu Ancient Building Skills Master Studio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 case,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studio in the fiel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 path of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architectural skills master studio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tudio improves on the basis of the Bauhaus workshop system, highlights its own advan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s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integrating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Using the teaching method of promoting learning by practice, integrating disciplines, taking root in 
rural construction, it highly combines with the teaching system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system. It develops new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s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ivates innovative 
talents familiar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continuous practice. The teaching has achieved the teaching 
effect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alent training and feedback to the society, establish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xternal systems, trained multidisciplinary talents, and combined academic research with the 
public welfare work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rchitectural skills master studio; workshop 2.0 model; promote learning 
with action; discipline integration; systematic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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