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建筑教育　 　 　 　 　 　 2022 年第 31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Vol. 31
 

No.
 

1
 

2022　 　

doi:10. 11835 / j. issn. 1005-2909. 2022. 01. 019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李晓东,仝晖,刘文,等. 授之以渔———以建筑学课程设计成果为例解析空间操作法[ J] . 高等建筑教育,2022,31

(1):152-162.

修回日期:2020-07-2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808318);2018 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8BWYJ02)

作者简介:李晓东(1986—),男,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公共建筑设计及其原理研究,( E-mail) 416950919@

qq. com。

授之以渔
———以建筑学课程设计成果为例解析空间操作法

李晓东,仝　 晖,刘　 文,陈士伟,于雅馨,王志坤,祁月雨
(山东建筑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摘要:建筑学课程具有感性与理性、艺术与技术相融合的特点,导致其创意构思、过程深化、成果设

计很难被度量,设计课程教学普遍无章可循、无例可依,难以用规范性方法和阶段化步骤进行把控,教学

效果存在较大起伏。 本文以建筑学三年级课程设计成果为例,通过对空间操作法进行解析,引导学生掌

握契合任务目标及制约要素的学习方法,构建符合自身、逻辑成熟的设计语汇,由浅入深、由简入繁,实
现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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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学专业教改缘起

建筑学专业教学目标是通过在校学习建筑设计、建筑理论、城市设计及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知

识,从而使学生具备在建筑设计单位、工程管理部门等相关领域从事多种对口工作的基本能力。 与

一般的理工科专业不同,建筑学专业除了掌握基本的建筑技术、建筑理论等理工基础课程外,还要

培养建筑设计所需的形式感知、审美能力等基本素养,乃至对更加形而上的建筑哲学、人文思想的

探索,这些能力共同构成了建筑学专业素养。

当前建筑学突破了传统单纯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范畴,更倾向于理性分析与感性创造的

交融、技术基础与艺术灵感的碰撞。 同时,学生也面临短时间内需搜集大量不同领域知识的要求,

学生在面对混乱繁杂信息时,常常缺乏明确的思路与方法,以至于无法进行设计构思和开展设计

方案。



李晓东,等　 授之以渔———以建筑学课程设计成果为例解析空间操作法

建筑学专业学习过程不像登山一样有明确的方向与终点,各个方向在初期都有很多发展的可

能性,使得学生面临诸多困惑与疑虑。 尤其是刚刚经历了初、高中教育,还未完全从标准教材、唯一

答案的惯性思维中摆脱出来的学生,无法适应建筑学专业灵活发散、成果多样和遵守相关准则的特

点要求。 当前建筑学本科教学中,诸如布扎体系[1] 、九宫格训练[2] 等教学体系都提出了系统而全面

的知识框架,作为建筑学教学的普遍范式,往往是体系化的指导。 在具体课程教学中,面对还未完

全入门、设计方案遇到瓶颈的普通学生时,缺失相对具体可操作的指导方法,或是侧重于某一方向、

某一层面的具体专项训练,尽管在低年级教学中能够呈现明显的效果,但在本科三年级下学期课程

中需要统筹各种纷杂的制约要素,导致相对宏观的体系教学法或相对微观的专项教学法都不能完

全解决普通学生面对课程设计时缺乏指导方法的困扰。

因此,在建筑学课程中亟需明确简单明晰、易于上手的教学方法,既可循序渐进地引领学生,又

不过分干扰学生的创作思路。 借用 14 世纪英格兰逻辑学家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提出的“奥卡

姆剃刀定律”———如无必要,勿增实体[3] ,进行了相关教研探索。 建筑学专业知识涵盖范围广泛、思

维跨度巨大,对建筑学中低年级的学生而言,剔除边缘知识保留核心内容非常必要,从设计的核心

要素逐步向外延要素扩充,进而培养专业素养。 结合连续 3 年教研工作营中的成果,山东建筑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三年级教学组初步形成遵循奥卡姆剃刀定律的空间操作法,由浅入深、由核心到全

局,在设计课程中进行了探究,引导学生逐步掌握设计方法。

二、空间操作法

正如奥卡姆剃刀定律所述,在学习过程中需剔除初学阶段非必要的边缘知识,要求学生从建筑

学核心要素入手,准确把握建筑设计基本规则,逐步掌握建筑设计方法、设计观念。 得益于信息化

社会时代信息资源的异常丰富,学生往往会提出有趣的问题,但如何深化为经得起专业视角审阅的

设计成果却无章可循、无从着手。 同时,由于建筑学教学的特殊性,很难固定授课标准和约束评阅

准则,导致建筑设计授课往往是“师傅带徒弟”,成果良莠不齐。

引入空间操作法,可培养学生的教学思维,训练学生对设计方法的应用,实现从专业学习的主

要矛盾外延至次要矛盾,由微观至宏观、由抽象到具体,协助学生从设计前期的简单原型、核心空间

逐步创构为成熟的空间体系。 引导学生通过空间操作深刻感悟设计过程,在设计课程中有章可循、

有例可依,逐步掌握自我擅长的学习方法以及设计方法。

空间操作法侧重于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设计方法论,在教学过程中,针对设计阶段,需着重解决

普通学生无法深化、细化设计理念的问题。 空间操作法整体结构可以分为由微观个体到纵观组织、

场所精神体验与物质实现 4 个环节。

(一)空间构成:微观与切片

建筑的核心是“空间”,空间必须在 X、Y 和 Z 轴的三维中形成,这是建筑的最基本关系。 同时,

空间具有多维性、心理情绪(mentality)等特性,会带来不同的空间效果。 该环节是塑造建筑空间的

基础,通过点柱、板片、体量等要素,以挤压 / 推拉、旋转 / 扭曲等基本操作,创造包括空间维度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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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两个方面的空间效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空间构成:微观与切片①

(二)空间序列:纵观与构体

空间切片经由流线联结成路径,进而构成空间结构体系,具有多层次空间氛围体验,且空间被

组织为有序序列。 该环节是通过切片单一空间整合为有序、统一体系的操作,借用写作惯用的行文

方法“起承转合”为基本要素,构成连贯的空间体系。 以逻辑严谨的节奏变化,实现空间结构与空间

氛围的暗示效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空间序列:纵观与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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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片及表格均为作者及作者的学生绘制,表格中部分小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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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情景:场所与行为

场景营造及人的行为模式对空间施加影响,可实现向具有场景感、精神性的空间氛围过渡。 这

是对建筑空间的精神塑造,包括场景营造与人的行为模式两方面。 场景营造方面,以隐喻、象征、符
号等修辞手法实现对场所精神的营造;人的行为模式方面,以知觉感官体验(视觉、听觉、触觉等)和

行为情绪诉求(舒缓、规矩等)实现人与建筑之间的共鸣,如图 3 所示。

图 3　 空间情景:场所与行为

(四)空间实现:物化与显隐

建筑方案通过物化、具化的建造手段,实现了对抽象空间的具象实现。 而建造手段在设计表达中

存在不同程度的显现或消隐,该环节可粗分为建构、材料两方面。 建构方面,通过结构与构造的关系表

达,实现建构与空间形体的辩证对应。 材料方面,通过对基材、敷材的关联,实现建筑表达的统一性和

复杂性;通过细部简繁的趋向,形式风格化、性格化的差异。 空间构成、空间序列及空间情景中所探讨

的一切模式均可为虚拟空间,唯有真实建造的空间才具有真正的建筑空间体验,如图 4 所示。
 

通过以上 4 个环节,构成的空间操作法在建筑学本科三年级的教学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学生普

遍反映在设计过程中思路明晰、有章可依。 在以往教学中也制定教学计划和训练目标,但在具体授

课中,针对设计过程的启发性引导却较为匮乏。 空间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学生通

过空间操作法的训练,实现了理性分析与感性创造、技术基础与艺术灵感的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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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空间实现:物化与显隐

三、成果解析

三年级下学期的边缘地带社区中心设计,是学生在经历了近 3 年的专业课学习后,于三年级最

后作业中自选基地、自设功能、自定规模,针对城镇村落的边缘地带,进行自主性、创造性的建筑方

案设计。 其边缘性主要指地域地理的边缘、历史文化的边缘和人文关怀的边缘。 通过一个学期空

间操作法的学习,由建筑认识实习课程到建筑设计课程,学生设计能力、思辨能力逐步得到提高,培
养了建筑学专业基本素养。 学生作业中精彩纷呈的选题思路与构思巧妙的设计方案不胜枚举,如
选择黄土高原窑洞,针对传统建筑文化复兴及当地乡村振兴;选择云南边境地区,针对缅甸边境战

乱造成的难民与原住民冲突;选择上海繁华都市区,针对原住居民与年轻租客文化的对立;选择黄

河渡口岸边,针对太行古驿道旅游再开发;选择胶东渔村,针对鱼灯文化节再复兴等[4] ,如图 5 所

示。 现以 2019 年中国建筑新人赛前 100 强的学生作业成果“山神庇护下的林海方舟”为例,进行空

间操作法的阐释和分析。

图 5　 边缘地带的社区中心设计之学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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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作者为建筑学专业 162 班的陈士伟同学,选址在四川省凉山木里县。 2019 年 3 月 30 日

木里县森林大火震惊全国,引起了该学生对当地环境的思考,并前往木里县调研当地风土人情、地
域文化及火灾现场。

木里县位于海拔较高、气候干燥的凉山群山之中,且经常出现闷雷天气,容易发生山火。 森林

火灾极度危险,但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当地山势陡峭、植被茂密且山风飘忽不定,救灾路途险峻,一旦

大火蔓延,人员往往无法撤离,使得奋战在一线的消防员在丛林中没有安全的避难所和补给站,如
图 6 所示。

图 6　 基地区位与自然条件

当地居民靠山吃山,与大山的关系非常密切。 木里县群山盛产松茸,给村民带来了无穷的财

富。 每年 6 月至 9 月,村民会扛起工具、背着粮食集体上山采摘松茸,在此期间除下山补给生活用品

外,村民吃、住等都将在山中度过。 居民结合当地建材(山石、木材)搭建临时建筑,形成了诸多“松

茸小屋”,如图 7 所示。 村民常年对大山资源的利用,产生了对大山的敬畏精神,也形成了当地特征

的山神文化。 村民认为山中有掌控风雨的山神,为表达对其的敬重及美好愿景,当地人在山上捡取

石块堆叠,形成了
 

“玛尼堆” [5] ,每一个石块都代表向山神许下的一个愿望,这成为了当地人的精神

寄托。 易发山火的特点促使当地人自发组建了救火组织以保卫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每个山头都

有值班人作为护林员驻守,随时监视火情以便发生火灾时能及时报警和组织灭火行动。
另外,由于山势陡峭,一旦发生山火,护林员们很难撤离,非常危险。 基于以上分析,该学生确

立了“山神庇护下的林海方舟”主题。 一方面它处于地域人文的边缘,看似在茫茫大山森林之中,实
际又是当地居民靠山吃山离不开的物质、精神来源;另一方面又是物质条件的边缘,火灾带来的隐

患导致此地亟需一个可以庇护采摘松茸居民、保护救火队与护林员、守护山林资源的社区中心。
在设计的具体推敲过程中,同样应用了空间操作法 4 个环节,实现了对总体布局的协调共融、

建筑空间的序列组织、场所精神的抽象隐喻和建构细节的显性衔接,在木里群山中,创造一个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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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活体验与精神体验的社区方舟。

图 7　 基地社会条件与人文环境

(一)空间构成

由于场地位于地势陡峭的群山之中,环境制约要素较多,建筑空间塑造无法以常规简单几何形

体或规整体量为对象进行探究,因此,设计以山体为出发点,充分考虑地形要素,通过以平整场地获

取活动空间所需挡土墙为原型,以平整场地后的简易木柱为点、穿插山体的片墙为线、围合出原生

态的空间为面,形成点线面的基本空间构成,并以此基本空间原型,由浅入深、由分到整推敲方案。
在空间依附方面,通过控制建筑界面的虚实,靠近山体的侧界面为厚重的挡土片墙,另一侧界面为

开敞的木柱,将群山环绕的景色引入空间内部,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和谐相融,如图 8 所示。

图 8　 空间单体与空间维度的构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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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间序列

在空间构成方面,建筑实现横向片墙与纵向碑塔之间形成比例上的对应,由于纵向碑塔具有向

上延伸感,有效生成了韵律丰富的空间节奏。 由此进一步形成空间序列中的起、承、转、合关系,为
第 3 环节空间情景进行铺垫,如图 9 所示。

图 9　 纵观与构体·空间序列:空间秩序与拼接逻辑

(三)空间情景

借助第 2 环空间序列已经构建的“节拍器”,即纵向碑塔对两个空间的主题表达。 通过隐喻手

法,用石砌构筑的高塔场景来表达抽象化的玛尼堆,高塔的节点轴线实现了建筑与当地山神文化之

间的呼应,附近的水院也营造了精神性主题的空间氛围。 下雨天,水面会没过玛尼堆前的木栈道,
玛尼堆倒映在水面之上,水池出现溢水,水声振聋发聩。 受天气影响,村民无法到玛尼堆前许愿。
而雨过天晴积水退去后,村民可再通过木栈道到玛尼堆前祈福,符号化场景,表达出了具象化的水

塔、水井。 在采摘松茸的季节期间,存在山民用水困难问题,此时,高塔会进行翻转,转设为社区居

民取水之用的水塔、水井,表达了地域环境场所的精神意蕴,如图 10 所示。
(四)空间实现

研究方案以群山为所在地,设计构思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建材特质和传统风貌,深入研究了

当地木材、石材的插接关系。 以片石错缝砌筑成挡土墙、以树木榫卯相接作为木构支撑、以当地多

见的茅草、篷布构建屋顶覆盖,这种粗放式的原生态结构,实现了零运输、零排放、零污染、零垃圾的

低碳效果。 同时,由于护林队的上山频率、队伍规模方面存在很大弹性,采摘松茸的山民数量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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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季节性波动,运用这种原始的建构方法,呈现出的建筑体量变化,导致建筑面积由 0
 

m2 迅速扩容

到 600
 

m2 左右,成为了当地山民的习惯性行为。 最后,在局部的平整地面设计了直升机停机坪、临
时急救病房等救援场所,可实现及时救援位于各山的护林队员等目的,如图 11 所示。

图
 

10　 场所精神的营造及对人的行为影响

图 11　 原始材料的选择与建构细部的呈现

建筑设计应体现建筑本身的精神属性,不应仅创造视觉上美观的效果图,应当直面社会、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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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栖居之地。 同时,应当体现人文关怀,创造与使用者密切相

关的实用空间,塑造一个能扎根于文化、锚固于自然的建筑。 本设计方案是连接当地生命之源———
松茸的纽带,体现了与当地文化核心———玛尼堆的共鸣,满怀着对山水草木的尊重,架起了救火队

员生命通道的“桥梁”,这才是“林海方舟”设计的真正意义,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方案的最终效果

综上所述,通过空间操作法的过程控制,该学生的设计成果圆满达成了任务目标。 更重要的

是,通过空间操作法开拓了设计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完成一栋造型好看、空间丰富的房子,而是拥有

起更深入的研究视角,以专业设计语言实现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精神共鸣。

四、结语

在高校教研要求越来越高、学习资料愈发繁杂、建筑设计日趋多样化的大背景下,空间操作法

体现了在建筑设计课程中训练方法的重要作用。 以往划分建筑教学类型多关注课程框架、任务目

标等,却忽略了普通学生思路匮乏、方法缺失的问题,很难真正提升设计课程质量与学生专业素养。
空间操作法需以授之以渔方式,使学生理解设计需求,强化设计思维,在完成课程设计的同时逐渐

掌握设计方法。
另外,在教学中需注意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而非固守一套固定呆板的程序模式。 空间操作

法不是标准答案,不应限制学生设计思路,其 4 个环节也非严格的前后关系。 在具体授课过程中,
对于思路鲜明的优秀学生作业,空间操作法应辅助引导学生对其方案进行完善优化;对于构思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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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学生作业,空间操作法应成为思路拓展的抓手,激发、引导学生针对设计概念及操作方法进

行深入研究,以可操作的方法论协助学生达成灵感与逻辑、艺术与技术的平衡与互补。
此次教研探索,以空间操作法为抓手,协调了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达成了客观矛

盾与主观思辨的有机统一。 由具象的普通设计升华为抽象的场所精神与人文关怀,呈现了完整有

序的空间序列、精彩纷呈的空间氛围、逻辑严谨的建构细部,使学生产生了对建设设计场所精神和

人文关怀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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