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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〇章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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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课程目标

建筑设计是学生综合能力的体现，对学习者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以及创新

意识有着较高的要求，学生需要分层级、分步骤逐渐认知和熟练以及掌握各阶段

的设计方法与技能。二年级作为学生初步接触建筑设计的阶段，承接一年级的初

步认知，对三年级更高层级的创新设计显得尤为关键。总体而言，二年级建筑设

计课程注重学生基础能力的培养，学生循序渐进地获取相关的设计知识与方法。

在我校“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实践中，“建筑设计一、二”课程以“学生为中

心”，本着知识、思维、能力三位一体原则，对学生进行建筑设计初期基本的建

筑理论与知识、设计方法与思维、设计表达与能力的综合培养。

对建筑设计中场地、空间、形式、建造等基本问题进行循序渐进式基础教

学。通过问题分解，问题过程的理论讲解—设计练习—课后作业—讲评的方式，

使学生初步建立建筑设计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业绘图的能力

与综合表达能力，以此为后续高年级的专业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诸多设计问

题中，将环境、空间与场地的关联性作为主要切入点，主要包括：

（1）如何理解建筑在城市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中的定位？

（2）如何处理不同场地中建筑空间的设计方法？

（3）如何进行单体与复杂空间的操作方式？

课程基于解决以上问题的导向为目标，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通过街道·

平坦·简单空间、社区·平坦·单元空间以及自然·坡地·复合空间三个专题进

行训练，以期在知识目标层面使学生理解设计概念与基本知识；在能力目标层

面使学生掌握基本绘图方式与设计方法；在素质目标层面使学生发挥主观创新意

识，为创新型建筑工程应用型人才能力培养奠定基础。

教学定位与框架见图0-1。

0.2   教学内容

二年级两个学期建筑设计课程共设置三个专题，根据课程内容的复杂程

度，学时分配也有所变化，第一学期两个专题各48学时，第二学期一个专题

9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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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街道·平坦·简单空间——艺术家工作室建筑设计。

（2）社区·平坦·单元空间——幼儿园建筑设计。

（3）自然·坡地·复合空间——乌素图小型公共建筑设计。

0.3   教学组织

二年级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组织根据教学目标和教案设计，以及教学组专职任

课教师情况大致分为集中讲授、分组辅导、作业练习和评价反馈四个阶段。

（1）集中讲授：主要安排在课程初始和训练题目开始这两个时间节点，其

中课程初始阶段主要集中讲解课程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成绩评价标准等内容；

训练题目开始阶段主要进行设计任务书解读、相关案例分析、设计操作方法等内

容的集中讲授。

（2）分组辅导：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对训练题目的理解以及所完成的设计成

果进行有针对性的集中讲解和一对一辅导，与组内学生充分开展围绕设计任务的

相关讨论，在单独辅导过程中应根据学生个性化需求给出相应指导意见或建议，

确保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符合教学预期目标的设计成果。

（3）作业练习：在小组辅导后根据设计训练教案统一安排，包括徒手草图

绘制、过程模型制作、专业软件绘图、案例搜集分析、文本或PPT汇报等多元化

练习内容。学生在长时间作业训练中可较为熟练掌握绘图、模型、软件及文本等

基本专业技能，同时能够逐步理解基本技能对于专业学习的重要性。

（4）评价反馈：本课程共有3个训练题目，每个题目完成后都会邀请校内外教

师、专家、实践建筑师进行全年级统一评图活动，同时教学组内根据作业成果进行

阶段性教学总结并统一反馈，学期末组织专门教师学生座谈会，针对本学期整体

教学情况进行系统性教学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予以修正。

蹕1.2!!!斊叧呯瀕醮橅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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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课程特色

二年级建筑设计课程在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教学评价上有如下特点：

（1）强化建筑空间本质训练，打破传统建筑类型教学组织。

在教学组织上，将建筑空间与场地的关系作为学生在此阶段着重解决的问

题，分三个专题，以街道、社区和自然环境作为主要环境，进而弱化传统建筑教

学中以类型为主线的划分方式，鼓励学生举一反三，不断强化自我解决同类问题

的能力，避免在之后的学习中仅对某一类型的建筑知识与设计方法有所掌握，而

忽略建筑空间的本质问题，通过场地回应、空间操作以及功能演绎来理解基本的

建筑问题。

（2）注重教学内容时代特征，聚焦前沿建筑学科问题属性。

在教学内容上，将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的主题纳入设计课程之中，聚焦当代

我国城市与乡村建筑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使学生在设计能力初期培养阶段具有与

社会实践接轨的意识，从而对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大有裨

益。在不断强化研究型设计能力提升的当下，将时代特征的语境与教学内容有机

融合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素质能力。

（3）丰富教学成果测评方式，构建课堂内外多元评价机制。

过程性评价是建筑学学生成果测评的有效方式，积极开展自我评价、学生评

价、同行评价、专家评价等一系列多维评价。以系列设计专题作为主线，强化设

计阶段性目标与总体目标的系统构建，每个教学单元之间形成进阶效果。各阶段

学习成果均有成绩评定，指导教师、高层次学校专家与实践建筑师参与评图，形

成师生、生生互动的多方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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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艺术家工作室建筑设计

专题设计一：         
街道·平坦·简单空间／4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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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任务解读

本专题是建筑学二年级的第一个设计专题，教学计划时长为8周。该课题围

绕建筑设计中场地、功能、空间这三个基本问题设置教学内容，通过城市文化街

区夹缝的场地（图1-1），为艺术家建立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场所，旨在以相对简

化的场地、简单空间的任务设定理解建筑设计中场地、功能、空间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初学者学习本课题的难度，任务设定简化了对建筑外部的探讨，更多关注

功能与空间的关系，也暂时放弃对结构合理性的探讨。

1.2   训练目标

针对场地、功能、空间三个关键问题，在建筑设计中设置三个层面的基本教

学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序扩展,以形成相对完整的建筑成果。

（1）通过对建成环境及人文环境相对综合的调研，初步建立城市小尺度场地

环境中场地认识的方法，以及建筑设计中场地应对的能力。

（2）学习建成环境的体量抽象能力，初步建立以空间（而非形体）为主体的

组织构成能力。

蹕2.2!!!呺䅕鯫鰱蹕

来源：底图来自百度地图，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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蹕2.4!!!B鯫鰱岄妕䉳蹕
来源：作者自绘

蹕2.5!!!C鯫鰱岄妕䉳蹕
来源：作者自绘

（3）在空间操作的基础上，结合功能流线的合理组织安排，初步建立“功

能—空间”协调构成能力。

（4）在“功能—空间”构成的基础上，以材料建构介入，提升空间氛围，初

步认识空间氛围与材料建构之间的关系。对于学有余力者，在“材料建构”的基

础上，辅以建筑结构概念﹐体会结构对于空间的限定作用，初步建立“空间—结

构—建构”复合构成的能力。

1.3   任务设定

2/4/2!!!㛄㚧廟咷
本设计坐落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著名历史街区“塞上老街”及其辐射范围

内。“塞上老街”紧邻大召寺庙，是大召寺周围历史文化街区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街区内建筑肌理紧凑，街区尺度宜人，以1～2层双坡屋顶的青砖古建筑为主

（图1-2）。

设计任务拟建一幢建筑面积200m2（±10&）、为艺术家服务的工作室，艺

术家的职业由学生自行拟定，内部功能包括艺术家工作区（自选艺术家领域，进

行功能细分）30～40m2，艺术家生活区（包含厨房、卧室、书房、卫生间等）

40～50m2,艺术家会客展示区（包含接待厅、展区、客卫等）90～100m2，其他

交通、辅助、景观及自由空间20～30m2。

任务中共有A、B两个地块供学生选择，其中A为原有建筑之间的夹缝空间

（图1-3），B为拆除地块上原有建筑后的夹缝场地（图1-4）。两个地块的共同

特征均为街区建筑肌理中的狭窄区域，地块一侧或两侧与街巷相邻，其他界面与

原有建筑紧密相接，因此建筑的室外环境相对有限（图1-5，图1-6） 。

蹕2.3!!!鯫鰱岄妕䉳蹕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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蹕2.6!!!B鯫鰱粷鯫蹕

来源：作者自摄

蹕2.7!!!C鯫鰱粷鯫蹕

来源：作者自摄

2/4/3!!!彾楇㒄烢
总平面图（1：200）：画出准确的屋顶平面并注明层数，准确表达设计方案

和原有建筑在总图中的关系，注明各建筑出入口的性质和位置，画出详细的室外

环境布置（包括道路铺装、植被绿化），标注指北针。

各层平面图（1：50）：在各层平面中准确表达与原有建筑之间的关系，注明

房间名称，进行家具布置、地面铺装表达，首层平面图应表现局部室外环境，画

剖切标志及各层标高。

立面图2张（1：50）：制图要求区分粗细线来表达建筑立面各部分的关系，

准确表达与原有建筑的体量关系，表达建筑材料的细部设计。

剖面图2张（1：50）：应选在空间具有代表性之处，其中一个剖面须剖到楼

梯，清楚表达剖切线和看线的位置，准确表达所画剖面檐口、室内外高差以及和

原有建筑之间的关系，标注标高。

其他图纸包括轴测剖视图（1：50）、室内外空间透视图及各种图解。

图纸尺寸：550mm×840mm，数量均为2张。

1.4   教学过程

教学时长为8周，其中中期评图和终期评图占用1周。主要训练环节包括场地

调研0.5周、场地环境与形体分析2周、功能组织和空间耦合2周、材料介入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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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1周、成果制作1.5周。

2/5/2!!!鯫鰱㜉蔠
训练目的：基于对街区、场地中人和物的观察与测绘，认知老城区街区尺

度、建筑尺度，探索地块中建筑设计与已有要素（街道、建筑、植被、人流）之

间的关系。

调研内容：场地调研按照宏观、中观、微观的尺度层级划分，把设计场所宏

观背景信息和场地信息同时纳入调研范畴，使学生建立全局的建筑观。

（1）宏观上，认知场地区位、交通层级、人流状况，对街区肌理进行测量，

认知建筑集聚方式以及形成的街巷尺度。

（2）中观上，对设计地块周围的实体信息进行测绘，包括：街道、场地平面

尺寸，场地及周围环境竖向高差、周围建筑高度、屋顶形态及细节尺寸，植被形

态及位置；同时调研场地周围的日照条件、交通情况、业态分布、人群分布、人

流活动轨迹等自然和社会要素。

（3）微观上，对场地周围地面铺装材料、建筑墙面材料肌理、色彩以及植物

的尺度进行调研。

成果要求：以小组（6～7人）为单位进行PPT汇报，PPT需包含上述调研的

内容，以照片结合分析图的方式，同时于在线平台提交PPT文件及调研报告。教

学组共同制作比例为1:100的场地模型，如实还原设计场地现状以及周围建筑、

街道现状。

2/5/3!!!鯫鰱粶乵嶗嫮鉢鰓椷
训练目的：基于场地公共人流的路径，学习形体置入夹缝中对交通的组织和

影响。基于场地周围建筑控制性要素（地面高差、建筑高度、屋顶形态、屋顶出

檐等）的准确认知，学习形体生成与控制性要素的关系。

训练内容：

（1）训练场地环境中建筑与人流之间的关系。由于所选场地为夹缝空间，在

置入建筑后，街区中前后场地之间的人流关系如何延续和保留对建筑形体及场地

的关系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形体建立之初要有合理的考量。

（2）训练建筑形体生成如何回应周围建成环境。新的建筑体量是老城区的织

补体量，需要与周围的建筑和谐共生，以形成良好的统一体，因此建筑的形态、

高度、屋顶形态都需要在空间细化之前具有一定的研究（图1-7～图1-9）。

（3）训练建筑界面与场地公共空间（街道）的关系。新的建筑体量和周围环

境的互动性主要来源于临街的界面，其他界面由于和周围建筑毗邻而弱化了和环

境的关系，因此临街的氛围与建筑界面的空间关系也是建筑体量设计之初需要首

先考虑的问题。

2/5/4!!!嗚镾鄩鄬嶗裶䄄鄩諦
训练目的：在分析功能公共与私密的基础上，训练功能流线和空间组织的关

系，并进一步在功能逻辑合理的前提下，研究空间与空间的关系，形成相对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