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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地域主义视角下的建筑设计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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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建筑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存在建筑类型单一、设计内容固定、建筑与地域脱节等问题，通过

梳理建筑设计教育发展历程，结合建筑设计理论发展趋势，尝试在本科二年级建筑设计课教学中引入批

判地域主义的设计理论和方法，以教学载体设计为例，从教学培养目标、教学途径、教学内容、教学对象、

教学成果五个方面展开改革和探索，对提升教学质量、教师能动性、学生创新积极性以及探索具有非历

史地域性、现代在地性的建筑设计方法有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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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建筑设计起步较晚，最早从西方引进并渐进发展，经历了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注重艺术

和美学的布扎体系、德国注重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包豪斯体系、美国库伯联盟德州骑警的形式语言体

系等过程，后又被后现代主义支持者所反对，后现代主义支持者强调应该回归到历史情境。批判地

域主义理论（Critical Regionalism）强调在现代主义和历史主义间走出一条带有批判性和本质性的地

域性传承之路，呼吁从地域的地形、气候和光线等方面出发，探索现代建筑设计方法，给未来建筑设

计理论和建筑设计教育发展指出了可以探索的方向。

相较国际发达国家，我国建筑设计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但自改革开放以来也陆续有了长足的进

展。1992年，丁沃沃以现代设计理论为基础，研究课程设计教学原则及方法，确立了建筑设计教学框

架，并在教学过程中分列了空间、环境、技术和理论分析 4条训练渠道，使建筑设计教学更加系统化

和理论化。2001年，鲍家声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教育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建筑教育发展与

改革的十大关系，并论述了21世纪我国建筑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包括培养目标、教学模式、知识

结构、体制、人才素质、教学方法、教师队伍等，从教育学的角度系统梳理建筑设计教育的主要研究内

容。2005年北京建筑大学开始探索建筑设计教学改革，经历了建筑设计教学改革的技术艺术结合、

形式语言训练、文化觉醒支撑等过程，最终确立了注重文化自觉与技术支撑的综合创新能力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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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设计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训练的教学载体，教学成果在全国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

的作业竞赛中多次获奖，其中，最高奖为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建筑设计理论发展前沿给建筑设计

教学带来方向性动力，因此，针对当前教学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尝试在本科二年级建筑设计教学中

利用批判地域主义理论开展建筑设计教学改革，以期推动建筑设计方法和理论的更快发展。

一、问题分析与理论支撑

（一） 问题分析

当前，我国高校设有建筑学专业的本科二年级设计教学多数侧重对学生的功能组织、流线和立

面设计等的培养。教学过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设计。首先，学生往往缺乏自

觉意识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在设计中受教师的影响，甚至沦为优秀方案的抄绘者，偏离了教学专业

培养目标。其次，教学途径单一，授课教师设定假设，确定具体建筑设计任务书，并规定好建筑类

型、功能构成和面积要求等，教学研讨常停留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理论交流和探讨层面，缺乏与

实际应用间的近距离交流与讨论，同时也缺乏对真实场地的理解和建筑与环境对应关系的思考。

再次，教学内容单一。教学内容仅局限于总图设计、功能分区、结构设计、立面设计等，缺乏对实际

建筑项目在地性的经济、社会和使用者生活的细致分析，不重视对场地的探访、体验、理解与回应。

最后，学生在教学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其学习兴趣和动力难以被激发。该种模式没能发挥建筑设

计课程本身对学生创新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的作用。教学成果流于建筑形状或形式的差异，功能

布局方面趋于雷同，建筑设计成果的设计深度和广度较有限，成果在联合教学和设计竞赛中缺乏竞

争力，进而导致学生自信心和学习动力下降。最后，教学成果仅满足于资料室存档和符合教学评估

基本要求，展示性不够，不能给师生带来教与学的参与感。

针对上述问题，首先调整了本科二年级设计课的教学目标与内容，设计了5个教学环节，基本空

间概念设计-无中生有、材料营造与建构-建构空间、居住展示行为空间-物我空间、建筑策划与城市

修补城乡、空间语言综合组织-集零为整。在教学环节中，根据设计训练的目标和内容形成了由简

到繁、由单一到综合的设计。其中，在建筑策划与城市-修补城乡环节设计了“归园田居：乡村客厅

设计”教学载体。通过以上五个环节的设计，从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学途径、丰富教学内容、重视

教学对象、凝练教学成果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见表1。
（二） 理论支撑

批判地域性主义是指一种利用建筑物所在的地理文脉信息反对现代建筑中出现的没有归属性

和无位置感的理论态度。这一理论最早由亚历山大·佐尼斯提出并使用，他强调在现代主义的理性

与后现代主义的怀旧两种逻辑中找到中间途径，强调当下在地的独特性。著名的建筑批评家肯尼

斯·弗兰普顿进行了深入的概念界定与分析，他认为，批判地域性主义应该批判地吸取现代建筑的

优点，即吸收其普适的富有进取性的设计质量，同时应注重价值观在当前地理信息下建筑物中的呈

现。针对标准化的方盒子式的现代主义建筑，批判地域性主义提出要基于传统材料和技术，根植于

地区社会的生产系统来进行现代建筑语言要素的转译，而不是去地域性或是直接拼贴地域符号。

建筑应该关注当地的气候、地形、光线、文化和建造条件，并不排斥用当下进步的技术进行现代化的

全新设计。这一理论对重新认识建筑设计的教学内容、方向，以及方法具有启发意义。

（三） 载体设计

课程载体以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大台乡老路渠村为基地，其东与曲阳、唐县交界，西与山西省

五台县相接，东北方向与涞源为邻。老路渠村位于恒山浅山区的沟谷之中，紧邻国家地质公园白石

山景区，村庄位于国道西侧。其海拔 560~580 m，村落整体高差约 20 m，依山傍水而建，形成垂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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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格局。当前，主村有97户人家，经济来源以中药、香菇、核桃种植为主，辅以手工纺织及黄牛养殖。

村内有少数石匠、木匠等传统手工艺人。村内现有戏台、小卖部等公共服务设施，已不能满足村民

的日常生活所需，更无法适应乡村旅游发展需求。村内已无富余的建设用地指标，激活乡村闲置空

间，原址上新建或选用已有建筑进行改建成为改善老路渠村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设计任务。

根据老路渠村民意愿和现有公共服务设施情况，选出村中三处场地用于建设“乡村客厅”的综

合设施，学生可任选一处设计，供旅游接待和村民公共使用，总建筑面积不超过 750 m2，如图 1所示。

场地一为杂院广场场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非农地），重视村民和游客的公共空间、综合体功能及流线

设计；场地二为垂直院落场地（无人居住的老房子），重视对地形的利用和处理，以及第五立面屋顶

和剖面的设计；场地三为拼贴聚落场地（接近坍塌的破房子），重视空间重组和老旧建筑利用，注意

利用新老复合结构设计。

二、改革思路与实践探索

（一） 培养目标：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设计教学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自主策划等综合素质为目标，因此在题目的设计上没有

强调完全类型化的建筑设计要求。任务书的制作也不固定，仅仅规定了部分功能和面积要求，其他

功能可以根据现场调研和居民访谈进行自主策划和确定。因此，在教学载体的内容设计上保留了

较多需要学生进行自我解读和判断的内容。

以“乡村客厅”为题的设计方案，仅表明了建筑与空间的公共性和重要性，村民和游客可以自由

交流，但针对“乡村客厅”中的菜场、读书社、酒窖、浴室、创作室等特定内容需要再次策划。考虑到

三个地块功能的互补性，要求小组成员讨论地块间的关联性，如图 2—图 4所示，进而强化学生对地

域信息解读，提高设计方案的综合能力。同时，这也是师生对建筑功能形成本质性认识的重要

途径。

（二） 教学途径：产学研相结合

传统的低年级建筑设计课程教学主要借助虚拟、单一类型的建筑设计题目，对学生进行场地、

表1　二年级建筑设计课的整体内容架构表

教学载体

1

2

3

4

5

教学环节

基本空间概念设计
——无中生有

材料营造与建构
——建构空间

居住展示行为空间
——物我空间

建筑策划与城市
——修补城乡

空间语言综合组织
——集零为整

内容

培养本源性思维；打破常规，塑造自我；
发散思维，演绎可能训练创新思维，建立设计价值观；
在一年级初步建立起的以空间为主线设计能力的基础上，进行空间词汇的思辨设计练习

探讨以营造逻辑和构造美学为基础的空间设计；
培养以材料作为起点与思考能力；探讨材料组件组合方式与空间设计的关联；
初步构建居住行为与游憩行为与空间设计的关联

构建行为-空间的关联思维：人体工学；文化与个性；量化尺度等；
人、物与空间关系设计，即空间与物、空间与人、展示空间之间的关系设计训练；

“诗意栖居”的理解与实现；
叙事性空间设计，展示空间序列设计

基于复杂城乡环境的策划性、综合性的空间概念设计；
构建立足于环境分析、场地分析、社会状况分析基础上的项目策划基本思维；
建立文脉与地域的观念基础；建立市场与开发的观念基础

基于单个模式空间的整合设计的策划性空间语言组织设计；
体会空间模式语言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掌握行为生活与模式空间存在互塑互成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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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立面、流线、结构等综合训练。以别墅、幼儿园、旅馆等小型建筑为主，教学过程脱离真实环

境，教学效果较差。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学载体的地域性与实战性，探索不同

的教师与学生在场地上感知与体验的差异性，可促进师生之间、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工程实践性

和概念未来性之间的对话。在教学讨论中直面工程本质与核心问题，进而促进学生对建筑设计方

法和走向的思考。

在教学中聘任设计一线建筑师参与建筑设计教学，把行业最新实践环境和村落发展趋势引入

教学，使学生较早了解行业需求。同时，促进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加强校内外教师对话和交

流，对学生的设计价值观和判断力的形成大有裨益。

（三） 教学内容：综合扩展性

传统教学内容一般限定在有限的地块范围，研究内容常囿于功能分区布局，导致教学效果差强

人意，难以真正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教学内容应从宏观上对基地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进行分析，

明晰村落坡形山水格局、鱼骨式村落肌理，以及村民需求、乡村旅游文创发展需求等，强调邻里环境

适宜与社会公平目标，增加乡村社区自主发展机会，调整乡村产业结构，激发经济活性，以重新焕发

乡村活力。

在教学中还应加强对场地历史要素的认识与利用，从建筑更新的角度探讨建筑设计的方法与

途径。例如，老房及其墙柱结构价值的再认识。尽管不是文物建筑，但其所反映的情感性与材料

美、建构美，值得学生认识与思考。如探讨新老建筑关系，可以“老房加建生长”设计作业为例；将保

留的乱石墙和木柱作为景观要素综合设计，可以“老墙空间组织”设计作业为例，以实现建筑设计新

老基因的融合，符合批判地域主义的目标和要求，见表2。
（四） 教学对象：主客翻转性

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发挥教师引导作用，促进学生与教师形成平等交流商讨、启发共

创的关系。通过建筑设计理论研究，在教学载体设计过程中明确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启发学生

关注与建筑设计相关的地理信息要素，如建筑设计契合地形面貌、建筑场地中老树的景观价值和情

感价值利用、倒塌房的虎皮石墙肌理影响建筑设计等，让学生提出多样化的设计目标与方向。教师

应就设计深度和逻辑进行引导，对学生的设计结果给予鼓励，从而产生进多样化设计成果。师生共

图1　老路渠村设计用地分布图（图片来源：司敏劼绘）

              图2　杂院广场场地系列方案             图3　垂直院落系列方案                     图4　拼贴聚落系列方案

（图片来源：王江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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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探讨不同结果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以促进师生教学相长，如图5所示。

（五） 教学成果：多样展示性

多样化的教学成果展示，既是师生展示教学成果的要求，也是班级学生之间设计理念碰撞交流

的机会。批判地域主义重在批判，意味着建筑设计结果需进行多方讨论与自我评判。基于设计场

地信息，可从场地资源、居民需求、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材料建构等方面对设计方法、过程、逻辑和

结果进行批判性讨论和反思。

表2 学生作业分析（来源：李春青绘）

图5　多样化的设计结果：应对地形和老墙（图片来源：王江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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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此次教学改革，加深了师生对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认识和对批判地域主义建筑设计理论的理解，

对学生科学建筑设计价值观的形成有重要意义，如图 6—图 7所示。建筑设计教学改革应适应大学

生群体个性化特征，遵循新时代建筑设计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坚持开放包容态度，密切联系社会实

际，增强学生发现问题意识，注重设计的在地性和文化性，强化教学成果的多样化和展示的宣传性，

推进建筑设计方法研究，回应当下问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话”。

参考文献：

［1］ 丁沃沃 . 建筑设计教学的新模式——二年级教学改革初探［J］. 时代建筑，1992（4）：15-17，40.
［2］ 鲍家声 . 建筑教育发展与改革［J］. 新建筑，2000（1）：8-11.
［3］ 李婷婷 . 从批判的地域主义到自反性地域主义——比较上海新天地和田子坊［J］. 世界建筑，2010（12）：122-127.
［4］ 朱亦民 . 现代性与地域主义——解读《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抵抗建筑学的六要点》［J］. 新建筑，2013（3）：28-34.

Teaching reform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from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LI Chunqing1， SI Minjie2， WANG Tao1， DUAN Lian1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P.
R. China；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architectural design educat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carrier, such as the simplification of architectural type, the fixation of design content, and the disconnection of architecture and reg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 design theory and method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into the teaching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course in the second grade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education and combin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theory. The teaching carrier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reform  and explore in five aspects such as training objective, teaching approach,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object and teaching results, which plays a driving role in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teachers’ initiativ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non historical regional and modern local architectural design methods.
Key words: critical regionalism; architectural design teaching; planning; localism;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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