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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课程的体验式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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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建筑学教育历史和现实的回顾，指出传统教育体系在学生的建筑空间、造型的立体观念形成方面存在短板，也探

讨了其产生根源。作者建议引入“体验式教学”手段并使之系统化：以真实或虚拟体验建筑的方式，在立体、具体、完整的建筑内外环

境中认识建筑本体、组成及其设计手法。“体验式教学”分为真实建筑及其环境体验和 VR 虚拟对象体验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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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知识和技能来自学习和实践。把外化的理论、知识、资

料转变成内化的认识、判断和技能，既需要一定的程序，也需要

时间的积累。从“看到了”“知道的”到“明白了”“会做了”

完全是不同的层次。我们许多的技能需要长期严格的训练才能得

到。这即是普通人讲的“日积月累”和“熟能生巧”。

但是，这种建立在生活层面的、笼统的、表面化的经验却很

难等同于专业学习能力的培养。专业学习能力往往要求在较短的

时间和有限制的条件下完成。比如，建筑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在一

年左右的时间内形成建筑空间、形体的认知、想象、生成、构建

和表现能力。即初步掌握“从无到有”的建筑设计操作技巧。建

筑界常用的训练方法是理论讲授和技法训练，但是学生对建筑空

间和形体的掌握情况往往差别很大。这也是创造类学科教学活动

中常见的困难和问题。

设计学科的学习遵循“认识——感知——模仿——创造”的

规律。放在学习建筑设计的专业教育环境中，这个规律链条中存

在两个关键区段：首先是如何去认识和感知建筑及其设计，这涉

及建筑设计方法的来源；其次是怎样让构思、设计出来的建筑符

合规则和建造要求，这涉及建筑设计的目标及其成果的验证。

一、建筑设计的传统教学局限

建筑设计和其他创意学科一样，学习入门困难，技能发展更

是不易。所以，和许多经典专业相比，建筑学专业的成材率是不

高的。许多人只有经过多年的建筑设计和建造实践之后，才能明

白自己在图纸中画的那些线条和形式在现实环境中会成为什么。

这也说明，在对学生进行空间、造型以及建构、构造的教学方面

仍然存在着思考片面、方法陈旧、能力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

需要改革和创新。

建筑设计的困难之处（也是核心问题）在于空间想象力、二

维与三维信息的互相转换能力。传统的建筑设计教育均将三维的

建筑立体（空间与造型）转化为平立剖面图、透视图等平面信息，

通过书籍、文本和资料传递给学生。学生面对的学习资料（包括

影像）都是二维的，并不是三维的建筑空间和造型，所以很难实

现从平面化信息到立体化信息的顺畅转化。建筑教育界的这种把

建筑立体信息变成平面化图纸信息的专业化分解方法，其有利于

记录和传播，但是不利于学生对建筑立体信息的建构和生成。从

学习的过程来看，这其实是本末倒置的。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和技法训练中，老师会讲很多理论和知识，

给大家看照片、影像和图纸，但是，学生却往往无法进入案例的

“境界”。他们看到的往往只是片段化的图像、文字和数字，无

法构成完整的、立体的建筑，更不理解这些数字和形式意味着什

么。学生即便是机械地记住了这些图形、名称和数字，但还是不

会进行建筑设计。即建筑知识没有转化为设计能力。再加上书本

资料上的图像没有真实尺寸、图纸往往也是缩小很多的比例，这

种抽象、片面、间接化的信息，进一步增加了学生认知建筑及其

设计的困难和层次。即便有教学的建筑模型，它也是很小的比例，

其内部的空间、具体的关系、空间结构、构建与构造、设计细部、

材料效果都很难表达出来，与真实的建筑和设计差距很大，对学

生的学习作用很有限。学生仍然会觉得自己和建筑“你是你！我

是我！”，无法建立互相联系。这种距离感和隔膜感是学习建筑

设计必须要去打破的屏障。

如果缺乏对建筑及其设计的认识和掌握能力，即便是面对优

秀的建筑案例，学生也会“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或“无从下手、

不知其味”。没有掌握建筑及其设计的方法和技巧，不明白建筑

及其建构的依据、途径和方向，学生富有想象力的构想也会变成“空

中楼阁”和“无本之木”，或不知所云，或朝令夕改。

严格地将，有经验的建筑设计师也是反复经历“图纸（设

计）——建筑（实物）——图纸（设计）”的严格训练，才能掌

握设计技巧、掌控设计目标。这种正向、反向、正反交织的互相

对比和校验训练了设计者二维与三维的实时转换能力，形成了建

筑设计师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控制力，并对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

了具体的支撑。

在二十多年来运行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建筑学专业学生

开始学习建筑设计的时候，经常出现以下问题：1、由于高考带来

的高中应试教育，入学新生在审美能力、立体想象力、抽象能力、

艺术素养、动手能力等方面普遍缺乏。2、来自农村的学生视野不

宽，接触的建筑类型比较单一。3、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对建筑及

其设计、建构缺乏具体认知。这些问题导致学生普遍缺乏进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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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设计的艺术基础、空间构成基础、构想基础、构造基础。

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正常的智力水平，感知能力上的区别

也会有限。体验式教学的介入，提倡调动学生直观、形象、真实、

生动、全面的感知能动性，可以打破书本知识的间接、抽象、空洞、

枯燥、片面的局限，冲破学习者与书本内容的物理阻隔，开启其

对建筑实体及其设计、建构认知感知的热情和好奇，思考其中的

哲理、规则和要求，激发兴趣，探寻奥秘，寻找技巧，从而认识、

理解、掌握建筑及其设计的内涵和表现。这在入门阶段的效果会

非常明显。在社会调查学中，让被调查者绘制“认知地图”往往

很受欢迎且易获得深度信息，也是这种方法运用的结果。

建筑是无处不在的。它们都拥有正常质量（及其以上）的设

计和建造水平。它们是学习建筑设计的立体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二、我们的“体验式设计教学”改革与探索

建筑最大的特征是现实、立体的、真实的存在。有学者说，“建

筑是可以走进去的艺术和想象。”另一方面，再离奇、再不切实

际的建筑也仍然要通过具体设计手段、明确的表达、可行的建构

技术去实现。所以，建筑设计是具体、真实、现实的事情。建筑

设计引入“体验式教学”，既考虑设计的来源和形成问题，也考

虑设计的验证和实现问题。

“物与我”的客观距离，是横亘在学生与书本知识之间的鸿沟。

而“体验式教学”（实景 +VR 虚拟现实）则是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

我们在建筑学五年制教育的各个阶段，设置不同形式的“体

验式教学”环节，让学生学会用体验式和传统式相结合的学习办

法，去认识、感知、体会、分析、掌握建筑及其设计的原理、方法、

技巧、技术和手段。主要有以下方式：1、入门阶段：侧重于周边

建筑对象（比如校园或所在城市）的体验和认知。由学生自主选

取兴趣对象，或者教师指定体验对象，经过学生体验后，绘制各

种认知资料（以平立剖面图为主，但是不局限学生的认知角度），

教师评点其缺失和不足后，学生再去体验观察，修改、深化、整

合绘制的认知资料。2、中年级阶段：让学生观察体验典型建筑（包

含室内外环境），分三阶段（粗、中、细）绘制平立剖或效果图。

“粗阶段”对应的是建筑设计的概念生成或者原型。“中阶段”

对应的是建筑设计的主要元素及其关系构成。“细阶段”对应的

是建筑设计中的主要元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调控和完善。这

三个阶段的视角和侧重虽有所区分，但仍体现局部与整体的辩证

统一关系。以此方法来对建筑设计发展的过程进行回溯或分解，

并促使学生学习其从构思源头到成果终点的设计发展和控制手段，

以掌握设计师的设计技巧和设计推进过程。3、高年级阶段侧重让

学生将设计作业的 Sketch Up 数字模型导入 VR 系统进行观察和体

验；并且，与同类经典建筑的 VR 模型体验进行比对，寻找设计

问题所在及其产生原因。

传统建筑学教学体系中也有参观、观摩、现场案例调研的学

习方式，但往往局限于感性认识和类型观赏。学生主动思考、分

析的成分很少。这仍然属于“输入型”“观览型”的被动式信息

接收方式。我们倡导的“体验式教学”基于问题导向，以老师讲

授的理论、知识、设计手法为思考和观察的脉络，以预置的设计

问题作为驱动，让学生自主寻求喜爱的建筑实际目标（或者老师

现场指点、剖析典型建筑或环境案例），将设计问题转化为记录

的草图、文字、图像、注释标记等资料。其核心目的在于：从思

维方式到表达方式上，促进学生建立起来三维建筑实体与二维图

文资料之间的转换关系和手段。这也是建筑师进行设计（构思——

设计——表达——建造）的根本思考方式和基本工作方法。

VR 虚拟现实技术是当今时尚科技之一，对学生也有很大的吸

引力。现在学生由于对计算机技术的依赖，图解思考和草图的能

力普遍不强，因此，Sketch Up 数字模型与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结

合可以增强学生对设计成果真实状况的验证和判断。并且，在学

习阶段，学生的设计成果无法实际构建，对其真实的形态形式、

构建状况和尺度比例缺乏验证，也没有可能让设计者和评判者进

行体验。因此，新兴的 VR 体验式教学手段可以弥补这一短板。

教师和学生（包括第三方）均可以“进入”“经历”或“走出”

设计中的建筑作品，体验和评判其空间、组成、形态、关系、构

造和效果。

通过不同对象、方式、深度、标定内容的“体验式教学”环节，

让学生逐步形成以真实环境、组成关系和建筑尺度为基础进行设

计安排和组织的基本方法，通过理论与实际、数值与体验、抽象

与具象、想象与现实的彼此验证和密切结合，逐渐形成对设计和

建构结果的判断和掌控能力，也使设计结果具有可靠性、可行性、

说服力。

三、结语

我们认为：从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开始，以实际存在的建筑环

境作为感觉和知觉激发的灵敏工具和直接手段，教育和引导建筑

学专业学生从人的需要、生活的场景、真实的建筑（空间、形态、

环境、形式、构造、材料、做法、效果）去认知和理解建筑，容

易促进其掌握设计、建构方法及其依据，从而迈入设计之门。

加强“体验式教学”在建筑设计课程中的地位，并形成全面化、

系列化、有针对性的各种操作规程，进而在建筑设计入门、设计

技能发展、设计效果检查验证评价各阶段发挥效用，从而提高学

生掌握建筑设计的效率和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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