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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入门课程的
分解式教学模式探索

——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为例

苏 平， 张延彬
（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摘要：建筑学五年制教学体系中，本科二年级正式进入建筑设计入门课程的学习阶段。建筑设计入

门课程的培养目标主要包括引导学生理解基本的设计逻辑和掌握理性的设计方法。通过分析常规入门

课程教学方法中存在的“可教性”“导向性”不足等问题，结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二年级教学组多年

来的实践探索，提出了“分解式”的入门教学理念，探讨了其在“专题式”教学内容分解和“进阶式”指导过

程分解设计训练模式上的创新，并以该课程中《行为与空间》专题作业为例，对“分解式”教学模式的具体

操作方法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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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系列课程是建筑学本科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其难点所在。由于建筑设计在目标、内

容和方法上具有综合性、创新性和应用性等特征，在建筑设计教学实践中对于“教什么”和“如何教”

等基本教学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特别是以建筑设计入门为目标的低年级课程中，不同教学理念和

训练模式之间的碰撞更为明显［1］。

一、建筑设计入门课程的培养目标

在常规的五年制本科建筑设计教学体系中，一年级的设计基础训练如认知、构成、制图等，大多

注重通识性的教学，二年级开始建筑设计方法训练的基础课程教学，即设计入门课程。建筑设计入

门课程为高年级全面而综合的设计训练奠定了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基础，强调设计的基本概念和方

法，以及建筑设计基础［2］。建筑设计入门课程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学生理解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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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逻辑；二是引导学生掌握理性的设计方法。

（一） 理解基本的设计逻辑

建筑空间的形成是多元复合的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建筑师必须具备综合处理各种空

间影响因素的能力。在起步阶段，学生首先需要理解应对复杂空间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技术原

理，包括空间与功能的关系，建筑与场地、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关系，形式与建造材料及技术的关系

等［3］，以形成基本的设计思维逻辑（图1）。

（二） 掌握理性的设计方法

建筑师的职业素养不仅在于专业知识的积累，还在于具备在工程实践中具体解决问题的操作

方法和创新能力［4］。虽然实践中的设计方法是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并不完全遵循理性推导的思维过

程，但对于完全缺乏经验的初学者而言，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设计逻辑，有利于

形成初步的设计意识和操作技能，是高年级进阶能力培养的重要铺垫。特别是新时代大学生在海

量网络资讯的广泛冲击下，思维较发散，在入门课程中强调理性的设计思维和方法尤为必要［5］。

二、建筑设计入门课程中的常见教学问题

虽然目前各个建筑院校的设计入门课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日趋多元化，但除个别创新班模式

外，普遍性的常规课程在思路上基本沿用模拟完整工程项目的简化课题模式，以对接设计实践的能

力要求。作业设置遵循“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递进模式，从规模、条件、难度等相对

简单的题目入手，通过不断强化-反复练习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基本的设计观念和方法。这种传统的

“熟能生巧”的设计训练模式符合学生对建筑设计认知规律的理解。通过模拟真实设计实践，传授

相关的原理和方法，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6］。但该模式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对设计教学效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 过早介入综合性题目影响基本设计逻辑的“可教性”

由于大部分低年级学生对基本的设计概念较为陌生，在模拟工程项目的综合性设计任务时，面

对功能、环境、技术、规范等较为全面的设计条件，还缺乏有效把握多元影响因素的能力。在教师指

导中，综合性题目可能产生多义的理解，不同小组、不同个案之间的教学重点和评价标准有所偏差。

因此，过早介入综合性题目处理复杂的空间关系，容易导致学生设计思维混乱，模糊教师指导方向，

降低了设计逻辑训练的针对性和可教性。

（二） 过程导向不足影响理性方法训练的“系统性”

设计入门作业一般安排 8周，对应实践项目的前期调研、概念设计、深化设计成果制作，学生通

过长周期练习体验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对于“调研-草图-修草-正图”等不同阶

段的作业要求一般都较为模糊和抽象，更多体现为内容深度上的差异，缺乏不同阶段工作方法、工

图1　建筑形式影响因素的基本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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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成果及各阶段之间承接关系的具体要求。设计过程更多依赖于不同指导教师的经验传授或学

生的反复摸索，容易受结果导向的主观影响，增加了设计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不利于理性设计思维

和工作方法的形成。

上述问题对于不同教师和学生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整体上还是强调学生通过反复练习、积累经

验逐渐领悟如何解决复杂设计问题，即教学中常说的“悟性”“顿悟”。但“顿悟”在某种意义上也意

味着训练过程和效果上的不确定性，在实际学习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把大量时间投入到盲目的试

错、重复的操作和低效的思考。这对于建筑学新生而言，不仅影响其入门学习的整体效果，还容易

使其产生明显的不适应感，降低学习兴趣。

三、建筑设计入门课程的“分解式”教学模式

针对常规入门课程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的问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以下简称华工）二年级

教学组通过多年的探索，提出了“分解式”入门教学理念和训练模式。主要包括两方面的优化调整：

一是针对基本设计逻辑的理解，在教学内容上采用“专题式”的课题分解模式；二是针对理性方法的

训练，在教学指导中运用“进阶式”过程分解模式（图2）。

（一） “专题式”的教学内容分解

“专题式”的教学内容分解是根据建筑设计入门阶段的培养目标，明确重点的训练专题［7］。华工

模式主要强调三个专题，即二年级的四个常规作业题目中，前三个作业设置对应重点专题的训练内

容，最后一个作业通过专题整合完成综合性的设计，与高年级设计课程衔接。具体而言，二年级第

一学期的第一个作业为《行为与空间》专题，着重探讨建筑空间组织中的人体尺度、行为活动、功能

使用等基本问题［8］；二年级第一学期的第二个作业为《建筑与环境》专题，强调从真实的场地环境、地

域气候、社区文脉等外部条件的分析入手进行设计；二年级第二学期的第一个作业为《形式与建造》

专题，结合同步进行的建筑构造等配套课程，要求学生着重理解和处理建筑形式与结构、材料、建造

等技术要素的关系。

专题设计在整体上包含模拟工程实践的必要内容，但在具体的任务要求、思考重点、教学指导

和成果表达上都强调以特定的专题为导向，其他内容仅作辅助性要求。专题设计侧重从功能体验、

场所环境、建造技术三个最基础的设计视角出发，更有针对性地让学生理解入门课程中的核心设计

图2　建筑设计入门教学的分解式方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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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

（二） “进阶式”的指导过程分解

“进阶式”是描述一系列存在递进逻辑的内容，如思维、课题等。“进阶式”的指导过程分解需要

对课程各个阶段的设计任务进行细化和拆分，形成逻辑连贯的系列训练内容；改变常规任务书和教

师指导中仅关注“结果导向”的模式，重新建构基于“过程导向”的分阶段训练内容、成果要求和评价

体系。根据不同专题的特点建立“分析问题-提出概念-形态生成-技术深化-综合表达”的推导式工

作架构。一是，通过现场访谈、文献查阅、案例调研等方式，针对性地发现专题设计中应优先解决的

核心问题；二是，从问题出发通过头脑风暴、多方案比较等方式，提出可能的解决思路并优选可行的

设计概念和初步构思；三是，围绕核心概念的生成逻辑进行设计深化和技术完善，并对设计成果进

行准确和有效的表述（图3）。

“分解式”的任务书力图通过多种教学模式，实现对学生工作方法和过程的有效引导。一是明

确各阶段工作之间的衔接和递进关系，每个阶段完成的设计内容和成果是指导下一阶段的依据，其

调整和改变需要进行必要的论证和说明，以保证思维和操作的连贯性；二是根据各阶段的工作特点

引导学生使用合适的设计工具，练习操作技能；三是作业成果除最终的图纸、模型等正式成果外，还

要对过程成果进行梳理和表达，以体现其思维过程的逻辑性；四是在考核体系上与教学阶段相互配

合划分各阶段的成绩标准，以分数杠杆促进学生对设计过程的重视（图4）。

四、分解式教学模式的实践——以《行为与空间》专题为例

《行为与空间》是华工二年级建筑设计课程的第一个专题，是学生转向完整意义上的建筑设计

训练的起点。以该专题为例，对设计入门教学“分解”模式的具体操作进行更为详细的总结。

（一） 《行为与空间》专题教学

《行为与空间》专题在教学目标上主要要求学生理解人体尺度、行为活动等使用需求和空间形

图3　设计方案的进阶式构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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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掌握基本的处理方法［9］。题目设置上，作业选择以本科学生体验最深的类型

空间——青年公寓（学生宿舍）作为设计对象，将学生自己设定为使用者，启发他们代入思考。教学

中鼓励学生从切身体验切入，开展调研和分析，结合在居住行为、社区活动上的现实环境与理想需

求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具体而深入地思考“人与空间”关系的基本命题，并从提升人的行为体验和心

理满足感的角度开展针对性更强的空间环境设计。相对而言，该专题中的场地环境条件较为简单，

不涉及复杂的外部空间关系处理，相关问题留待第二个专题解决。在建造方面，也仅对结构选型问

题作基本的限定要求，其他的建造问题在第三个专题中探讨。作为第一个作业，对建筑面积、设计

规范等内容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以突出学生需要掌握的重点方向。

（二） “需求导向”的设计过程

根据专题内容的具体要求，作业主要划分为现场调研与需求分析、居住单元设计、整体布局设

计、技术综合、成果表达等阶段，引导学生建立从需求分析到设计理念，再到形式生成与表达的理性

推导逻辑。在任务书中，每个阶段均明确详细的工作内容和成果要求，落实各个阶段的特定工作媒

介和技能要求，并特别强调每个教学阶段的独立评价和成绩汇总（表1）。

1. 案例调研及需求分析

在前期阶段，要求学生从使用者视角对本科学生的居住行为和学生宿舍的空间使用情况进行

调研和评价，结合对青年公寓项目案例的实地参观和资料分析，探讨空间形态对居住行为及社区活

动的影响，启发学生基于使用者的行为和心理需求，探讨青年公寓空间的理想模式，为设计概念提

供合理的依据。现场调研、文献整理、数据分析和汇报表达等都是这个阶段的主要训练内容。

图4　课程作业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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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住单元设计

在设计起步阶段，让学生从具有一定限制条件（面积、人数等）的公寓单元空间入手尝试初步的

设计构思。首先，学生需要明确青年公寓的使用定位，如具体的居住对象，落实限制条件，如具体套

型和面积要求。其次，思考在有限的体量中如何运用空间限定、门窗界面、家具布置等手段创造不

同的可能性方案，通过对比这些方案，确定能够合理满足使用需求的最优空间组织模式。这个操作

不仅强调空间形式生成与人的体验相结合，而且强调避免学生思维受到固有单元模式的束缚，鼓励

从需求出发尝试更多元化的空间形式创新。最后，教师还需要适当引导学生考虑居住单元组合的

可能性，保证后续整体布局设计的有效衔接。大比例（1∶20~1∶50）的单元模型和图纸是这个阶段的

主要工作方式，保证师生可以更直观地讨论与人体尺度相关的空间形式问题。

表1　《行为与空间》专题的设计阶段、成果及考核要求

设计阶段

第一阶段

设计（基

本单元研

究）

第二阶段

设计

（空间组

织研究 +
建筑布

局）

第三阶段

修正图设

计（技术

综合研

究）

第四阶段

正图设计

（图纸修

订）

设计任务

    对青年的居住行为进行调查，对现
有宿舍环境进行评估，对功能需求进
行分析、预测和总结
    研读规范和资料集、研究文献等基
础知识资料
    对国内外相关案例进行研究
    分析本设计作业的基本设计条件
    从使用者的行为和心理需求出发，
建立综合和合理的设计目标和概念
    根据上述研究，开展公寓基本单元
的设计研究，并对单元进行拼接和组
合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利用基本单元进行空间组织研究，
结合功能分区、交通流线、地域气候等
因素，形成整体的空间构思，建立清
晰、明确、合理的建筑布局
    合理设置室内外公共空间，研究与
建筑形体与外部空间之间的有机组
织、场地的合理利用
    空间组织需考虑结构、设备布置等
基本技术要求
    空间组织研究应在基本单元设计研
究的成果基础上进行深化，原则上不
应改变公寓单元的基本构思

    对空间设计进行完善和优化，综合
各方面设计影响因素推敲和落实最终
的建筑空间形式，完成场地设计
    按照制图规范和技术原则绘制“修
正图”
    技术综合设计以上两个阶段成果为
基础，原则上不改变前期的设计构思

    根据指导教师对“修图纸”成果的技
术、制图和表现等存在问题所提出的
批改意见，进行正图修改和制作

设计成果

    调研报告：针对前4项设计任务，以小
组为单位编制A4规格文本及汇报文件
    公寓单元研究图纸，内容包括：选择至
少一种公寓单元户型完成比例为1∶75的
平面图和1∶75剖面图（或者剖透视图）；
其余户型平面和剖面可以采用其他合适
比例表现；以及单元拼接分析图（比例不
限）
    至少1种公寓单元户型研究模型，比例
为1∶20，其他单元户型可自定合适比例

    空间组织研究图纸，内容包括：
①总平面图比例1∶500；②各层平面图比
例1∶200；③关键位置剖面图比例1∶100

（或者剖透视图）；④设计分析图
    空间组织与建筑造型研究模型，比例
为1∶100
    结构概念研究模型，比例为1∶100

    “修正图”图纸，内容包括：
①总平面图比例1∶500 ；②各层平面图
比例1∶200；③关键位置剖面图比例1∶
100；④ 建筑整体表现画
    正式模型比例为1∶100

    “正图”图纸，A1图纸一张以上，模型照
片单独排版1张A1
    “过程”图纸：将各阶段成果照片和资
料按照电子模板进行排版，辅以设计过
程的总结文字，提交A1打印稿

周期

第1—3周

第4—6周

第6—7周

第7—8周

考核方式

现场汇报
合组评图

合组评图
小组讲解

教师批改

作 业 最 终
成绩由“正
图 + 答 辩 ”
85% 及“过
程图”15%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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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体布局设计

在设计居住单元空间的同时，学生需要在整体定位基础上提出青年公寓社区的设计概念，以此

为线索将若干模块化的基本居住单元进行组合，从而形成整体的社区布局。其核心是从青年公寓

中私人领域和公共环境的不同使用需求入手，重点策划青年公寓内各居住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共

享的公共配套设施，以及组织相应不同层次的室内外公共空间。功能分区、体量组合、交通流线、建

筑造型等设计要素的深化都围绕着这一构思主线展开，包括公寓单元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空间界面

与户外活动空间的关系、人流组织与功能分区的关系、生活环境与建筑形象的关系等。该阶段在原

则上不应大幅改变居住单元设计的工作成果，场地环境条件设置较为简单。不同比例、层层深入的

概念模型和草图，以及多方案的比较是这个阶段主要的操作手段。

4. 技术综合设计

以整体布局设计为基础，技术综合阶段主要是对完整建筑设计项目的必要技术内容进行深化

设计。重点在于根据不同人群需求所形成的不同类型空间的尺寸、形态、界面、场景等细节进行深

化和完善，对于其他的设计影响因素仅作适当的考虑，体现基本的技术可行性即可。比如，结构设

计方面，该作业主要结合结构选型的知识要点，仅要求保证模块化单元与结构体系在整体框架上的

基本吻合。阶段成果上则需要按照制图规范绘制“预正图”（无需表现和排版的总平面，以及平、立、

剖面等技术图纸），重点让初学者完整和准确地理解方案图纸的技术细节和制图深度。

5. 设计成果整合

正式成果除最终的图纸和模型外，还需要完成各个阶段工作成果的汇总图，形成体系清晰的展

板。内容包括分阶段模型照片、分阶段图纸、工作过程资料整理等，以方便教师对学生工作过程的

整体把握和学生对自己思路的梳理总结（图5）。

（a）作业正图                                                                 （b）过程图汇编

图5　《行为与空间》专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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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多年的教学实践表明，“分解式”的入门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适应大部分低年级学生入门阶段

的知识水平和学习习惯，减少过早开展综合性设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学生而言，在专题设计

中聚焦于特定的设计要素，可以更系统地形成设计概念和解决设计问题。明确的阶段任务划分，也

可以让他们更快地适应设计流程和提高学习效率。对于教师而言，专题训练的纯粹性有利于清晰

把握指导方向和评价标准，可控性更强。在过程指导中也更易于了解学生的设计逻辑推演，注重在

逻辑推导方法上的启发和指引［10］。通过大多数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反馈发现，他们可以比往届学

生更快和更早地找到可能的设计切入点，也更容易理解循序渐进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技能。当然，由

于具体设计教学中学生、方案、教师的差异性较大，“分解式”教学模式如何在教学体系的规范性与

个性启发的开放性之间取得平衡还需要在后续的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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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mposition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basic course of architecture design: 
case study of School of Architecture in SCUT

SU Ping， ZHANG Yanbi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ventional five-year undergraduate architectural design teaching system, the second-year 
design teaching can be regarded a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for formally entering the training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methods, and the curriculum design goals at this stage are reflected in two levels, to guid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design logic and to master the rational design methods. Based on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teaching methods that affect the training effect, such as the lack of teachability and orientation in conventional 
introductory courses, the second-grade teaching team of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i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oposes a decomposition introductory teaching concept for the above problems, and summarizes 
two aspects of design training innovation model as thematic teaching content decomposition and advanced 
guidance process decomposition. Taking the behavior and space topic of the course as an example, it 
summarizes the specific operation method of the decomposition teaching mode.

Key words: architectural design; introductory courses; teaching models; decomposition; behavior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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