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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
建筑学教学模式探索

李 鹍， 姚柯吉， 李文雅
（武汉大学 城市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建筑学教育的要求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尤其是建筑学一年级的教学

是整个教学体系的核心。如何培养好高素质的建筑学新生，为后续的建筑学教育奠定基础是低年级教

学的重要思考方向。本文研究高校低年级建筑学专业教学的情况，提出该类教学存在的问题。以武汉

大学建筑学专业为例，以建筑学专业一年级教学为主要对象，探索由技术和艺术相结合适用于一年级新

生的建筑学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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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是一门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是包含工程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的复杂体

系，其教学具有独特性。建筑学本科一年级是建筑学设计教育非常重要的阶段，学生从高中到大

学，面临着思想方式、学习方式和认知方式的重要转变，因此，一年级建筑学专业的教学一直是各学

校建筑学教育的重点。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在一年级课程选题中，从经典案例的形式分析入手，通

过对抽象的几何原型进行叠加、变形等，实现平面和空间形式的生成［1］。英国建筑联盟学院则是让

学生从建筑师的角度思考，通过短小的设计项目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2］。苏黎世联邦理工学

院、康奈尔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强调建造、构筑、结构设计和建筑材料等知识教学，这些内容在一年级

教学中占较重要的比重［3］。在国内，我国的建筑学教育起始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多年的摸索中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4］，大多数高校开始对低年级基础课程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探索。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在建筑初步教学中，以空间认知为主线，以空间建构为原则，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训练成

果均以模型方式表达［5］。同济大学建筑系一年级使用身体感知作为切入点，让学生观察人体与空间

的关系，从而学习空间的塑造手法［6］。清华大学设置相关课题强化建构训练，让一年级的本科生真

实体验建筑生产的全过程，体会功能、材料和艺术的统一［7］。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专业强调与城乡

规划和风景园林专业的通识性，在一年级建筑设计基础教学中引入数字建模技术提高教学效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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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学校的创新性教学改革来看，一方面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新技术和新

的教学模式融入建筑学教学。各个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选择合适的内容形成建筑学一年

级的特色教学体系。

一、本科一年级教学的挑战与思考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建筑业的发展日新月异，高等建筑学教育面临新的挑

战和机遇。

（一） 建筑学专业在综合性大学中定位不明确

建筑学很难划分到传统的理工农医大类中，在目前推广大类招生、通识化教育的浪潮下，传统

建筑学教育方式面临挑战。比如，部分大学要求相近专业在一年级进行大类培养。而建筑一年级

有较多专业训练课程，如设计初步、素描等。如果完全按照大类培养，无法在五年学习中完成所有

专业课程。如何让建筑学专业大一新生打好基础，顺利进入二年级及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中，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这也要求学校教学管理体系既突出建筑学教学的独特性，又考虑将通识教育

纳入建筑学教学体系。

（二） 建筑学教学进入多元化时代

随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建筑教育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很多学校在满足必要教学

内容的条件下，展开具有个性和特色的教学项目并形成教学成果。而建筑学一年级教学成果尤为

突出，很多高校在一年级教学中尝试加入具有学校特色的课程安排，创新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还有一些高校探索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模式，在一年级课程教学中突出国际化的特点。这些

都是针对建筑学的新发展提出的教学模式。在满足基本教学要求的前提下，及时总结不同高校的

教学经验，提出各具特色的教学模式，丰富建筑学基础教学的内涵。

（三） 数字技术的提升和创新对建筑学低年级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以往的教学中，学生和教师更多地强调利用草图和手工模型作为交流的工具，这对高年级的

学生来说并不困难，但是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很多学生还不具备熟练掌握传统工具与教师进行

交流的能力。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很多学生进行模型制作和图纸绘制时无法按照自己的设计思路

表达，或者很难凭空想象复杂的形体。而在目前的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中，各种制图和三维建模软件

已经日益成熟，SketchUp、Rhino等基础数字建模软件和激光打印、3D打印技术教学已经成为很好的

教学辅助手段。合理使用数字技术手段帮助学生更好地思考形体、空间和材料的特点，也是提升教

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四） 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专业素养成为重要挑战

大多建筑学学生在高中时没有经过专业的艺术训练，建筑艺术水平和制作精度有限，很难在短

时间内形成较高的专业修养。因此，在一年级的教学中要启发学生学习鉴赏优秀空间，在具备了一

定的审美素养后丰富其专业知识储备。引导学生理解建筑的工程美学，提高其审美素养。

二、武汉大学建筑学一年级专业课程设置

根据上述挑战和新问题，结合教学实践，武汉大学建筑学专业形成了自己的创新发展思路。建

筑学专业隶属于学校的工学部，是工学部中唯一一个艺术性较强的学科。武汉大学建筑学专业致

力于学生专业能力的全方位培养，同时在建筑学专业的基础上另设了建筑学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简

称中英班）。在一年级的专业课程设置上，不拘泥于传统建筑学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动手能力、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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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人文修养、逻辑理性、艺术审美等训练，同时注重与国际接轨，在低年级教学中做好全面专业

基础铺垫，更利于学生高年级专业学习提升。

武汉大学建筑学中英班一年级的专业课程设置了以下课程，如图1所示。一是训练基本制图技

能和手绘技能的建筑制图和设计素描；二是培养艺术、美学、人文等素养的基本理论课程设计的人

文维度、城市阅读、建筑简史；三是数字技术教学，如设计的数字化表达；四是提升建筑领域认知的

实习课建筑与城市认知实习；五是课余时间安排学生参加学术论坛、讲座，参观专业相关的设计展

等。保证专业学习的综合性、教育形式的多样性。

学生建筑领域专业设计水平的培养，在一年级的教学中主要体现在第一学期的设计基础和第

二学期的建筑设计初步课程中，如图2所示。第一学期中，设计基础课程分三小阶段：具象形态的解

读、形态的构成化、形态的功能化。三个阶段的要求相互关联，也各有要求和目的，每次作业中设计

能力的培养和基础技法的培养两条目标主线同时推进：第一个作业“具象形态的解读”，要求学生选

择自然界的物体，图解分析其特点，然后将其抽象为特定单元或者“原型”。在练习中训练学生绘制

图纸的基本能力和初步的图纸排版能力；在第一个作业的基础上，以转化后的特定单元或者“原型”

为对象，用构成规律形成有特点的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并在构成规律和空间排列上具有一致性。

在这个练习中同时训练学生制作模型的能力和深化其制图能力；第三个作业综合上述阶段完成的

训练，加入材料和功能要求制作一个物件（具体功能可自定），形成一个具有实际功能的成果模型。

图1　武汉大学建筑学中英班一年级专业课程设置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2　武汉大学建筑学中英班一年级设计课程设置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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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理解人体尺度、功能与形体设计的逻辑性。在练习中继续训练学生制作图纸和模型的能

力，并允许学生使用数字软件建模辅助思考。鼓励部分数字软件能力强的学生使用激光打印、3D
打印技术生成模型，如图3所示。基于上述练习，一年级上学期的教学中主要培养学生抽象造型、立

体构成、功能设计等建筑设计基础能力，训练过程中加入 SketchUp、Rhino等建模软件的教学，使数

字技术教学应用于实践。

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建筑设计初步设置三个设计训练任务，主要利用第一学期学习的设计方

法，让学生进行单体空间、线状空间、复合空间等空间构成和三维形态设计的训练，并在设计中考虑

加入“人”的元素。第一个作业训练学生思考如何在单体空间中提供容纳人的活动与行为功能的场

所；第二个作业训练学生设计线状过渡空间的能力，同时掌握空间流线的设计方法，给使用者愉快

和有设计感的行走体验；第三个作业让学生理解多种建筑空间组织在一起满足人的行为活动需求

的设计流程与方法。在此过程中，所有学生逐步学会熟练掌握模型室中激光打印机、材料加工设备

的技术，如图4所示。

图3　设计基础学生作业（图片来源：学生张丁丁、邱至立制作并拍摄）

图4　建筑设计初步学生作业（图片来源：学生李一鸣绘制）

123



高等建筑教育               2024 年第 33 卷第 6 期

根据学生完成一年级学习后的教学评价，可以看出学生对教学体系的评价较高。比较突出的

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生在被邀请总结自己一年级的学习体会时，绝大多数准确地描述了

所学设计课程的教学要求和教学重点，并且能对照总结自己的收获；二是，学生参与的设计展和学

术交流得到了一定的社会认可。让学生准确、清晰地理解教学目标，并表示认可和积极的反馈，也

是教学的成功之处，表明该体系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保持较高的执行度。学生的作品被认

可或被收藏，使得学生感受到做设计的意义和乐趣，对于其今后的学习和成长都大有益处。

武汉大学建筑学中英班与英国邓迪大学的建筑学专业开展合作教学，实行国际化教学体系。

武汉大学建筑学专业中英班的学生，可通过专门提供的账号密码登录邓迪大学的图书馆网站，获得

国外高校的文献资源，扩展知识的渠道来源。在中英班教学中，两校教师通过线上教学、线下授课

的形式参与学生学习，学生在高年级时也会到邓迪大学进行设计工作坊和完成毕业设计，这种国内

外联合教学形式使建筑学中英班的学生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突出国际教学的多元化。

在武汉大学建筑学一年级教学方案中，技术教育和艺术教育相结合，设计课程、理论课程和实

践课程并置，传统教学方式和创新教学方式共同推进，注重与国际同行的专业交流学习。设计的教

学培养方案具有连贯性，让学生在具备空间、造型等建筑学基本知识的前提下能够有较高的技术与

艺术素养，且具有更宽泛的国际视野，是较为综合的建筑学教学模式。

三、教学模式总结与探索

从国内外建筑学低年级教育现状和目前培养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建筑学本科一年级的教育

需要在传统教学内容、数字技术、人文艺术、校外体验和国际交流方面进行整合，形成一种复合交叉

的教学模式，以适应现代社会背景下建筑学学生的学习要求。

（一） 注重人文和美学修养

武汉大学是 一所综合性“双一流”大学，各类学科齐全，学校为学生开设了大量的人文和社会科

学通识课程。建筑学专业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鼓励一年级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选修人文通

识课程。同时，根据目前国家的课程思政要求，在课程教学中加入人文与思政内容，让学生站在更

高的平台了解建筑业的发展现状，也从更高的思想修养上去看待专业作品。在设计教学时，安排学

生参观美术馆和各类设计展。尽管学生并不一定能看懂所有的美学问题，但是通过参加这些活动

可以潜移默化的提高美学素养。

（二） 传统教学内容的创新式继承

在一年级的建筑学教学中，传统基础性的专业教学内容仍然非常重要，如手绘和模型表现技

能、空间的认知方式、构成的美学规则和结构的基本传力体系等知识，仍然是学生需要掌握的教学

要点。在教学方式上，可以突破传统课堂授课模式，在教学方法上有所创新。比如，通过实地参观

和虚拟现实的方式，让学生身临其境地观摩一些优秀的建筑和设计作品，增加他们的直观体验；还

可以安排有经验的建筑师和行业专家，对学生比较关心的建筑问题进行面对面或者线上交流，不仅

可以很好地通过设计实践案例回答学生的疑问，而且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设计师的人格魅力。

（三） 重视新技术应用于教学

在教学中重视新技术的学习和训练，邀请高年级软件水平较高的学生指导低年级的学生如何

应用专业软件。在教学中穿插训练环节，激发学生课下训练的热情。课堂考核时，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交流和成果表达方式。比如，使用Rhino软件建模和 3D打印的方式完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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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也有较多学生仍然采用传统的模型和图纸制作的方式完成作业。在教师实际的评图过程

中，根据每个学生的完成情况分类处理，对学生的成果并不作表达方式上的硬性要求。

（四） 注重发挥学生的特长

在训练题目的设计过程中，也考虑提高学生的个人兴趣。在一年级的设计教学中，第一学期的

三个设计题目相互关联，学生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爱的自然界事物进行抽象转换、构成和功能训

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定一个转换方向，完成从简单形态向带有功能的、

较为复杂的物体转换。教师只在构成规律方式和尺度感知等专业领域进行引导，并不干涉学生的

兴趣发展方向。

（五） 注重学生的初始教育培养

较多建筑系高年级的学生因为一些建模软件比较复杂而有畏难情绪，让一年级学生从一开始

就进行Rhino等数字建模软件的学习，在没有其他为难情绪的干扰下，先掌握数字化的表达方法，目

的是让学生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应用多种手段尽可能把设计想法完整准确地实现出来，从而将自己

的创意最有效地体现出来。

（六） 注重国际化和学术交流

利用武汉大学已有的中英班学术平台，建立国际交流机制，邀请国外教授和具有出国留学经历

的建筑师为学生开展建筑发展讲座、评图，让学生感受不同文化和思想的交融和碰撞，提高对本土

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自信。学生始终站在国际化的角度了解全世界建筑学专业同龄人的水平和学习

情况，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四、结语

由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一年级建筑学设计教学模式融入了创新教学理念，以认知体验、手工绘

制、数字技术、参观交流等教育形式为渠道，以对自然的感受和人文理论熏陶为辅助，以多元化教学

形式为依托，丰富了学生的建筑专业能力，提高了学生的专业素养。在多年的实践中，这种渐进式、

综合化的教学方法体现出较高的教学质量。

随着建筑教育的推进，建筑学一年级的教学模式不仅传授传统形式的知识内容，而且培养了新

一代建筑师的个性特色和人文修养。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背景下，教学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

要不断地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调整和创新，为学生后续的高年级建筑学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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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mode of architecture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LI Kun， YAO Keji， LI Wenya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P. R.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requirements for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have been 

further improved, especially that the first year teaching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whole teaching system of 
architecture. How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freshmen in architecture and lay a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architectur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inking in lower grade teaching. This paper studies some 
universities’ teaching situation of architecture in lower grades,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Then taking architecture teaching in the first year as the main object, and architecture speciality in 
Wuhan University as a case, it explores the teaching mode that combines technology and art and is suitable for 
first-year students.

Key words: first year teaching of architecture; technology; art; digital technology; curriculum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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