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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课程简介

1. 课程目标

“建筑初步”课程以培养具有建筑基础知识的认知和初步空间设计的能力为

目标，重点培养学生的认知、表达与创新能力，为后继创新设计能力的提升奠定

坚实基础。课程目标明确为以下三点。

知识目标：贯彻“具身认知”学习模式，通过现场教学指导学生进行观

察、测量、绘图和模型制作等连续训练过程，启发并引导学生建立建筑与环

境、建筑与空间、空间与人体行为相互作用关系的感知与理解，培养基本的建筑

环境与空间认知能力，并且在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掌握基本建筑设计知识，理

解基本建筑概念。

能力目标：在建筑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感官体

验与理性分析相结合，引导学生理解具身体验的学习方法、加强建筑空间感知能

力；在不同阶段设定测量、绘图、模型、视频以及文本等多元表达训练，通过多

次进阶性练习提升设计表达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小组共同指导和“一对一”

设计讨论，引导学生建立科学有效的专业学习方法，逐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通过对专业知识的广泛学习和优秀案例的分析讲解，以课程作业评价的多元

化标准作为示例，引导学生建立独立思考意识和价值判断多元取向。

素质目标：开展兴趣牵引和创新探索，注重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与学习兴趣，

关注本专业的前沿发展和技术创新方向，在专业基础阶段培养创新意识，提升专

业素养，同时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为创新型建筑工程应用型人才能力的培

养奠定基础。

2. 教学内容

“建筑初步”课程的教学内容可分为“空间环境认知”“操作训练”“综合

应用”三个部分（表1-1）。其中，“操作训练”部分又可细分为三个具有密切

关联的专题训练。 

空间环境认知：以建筑馆A馆、B馆作为空间环境认知教学案例，师生在真

实场所环境中进行现场踏勘教学，通过学生感知体验在前、教师讲解分析补充在

后这一从感性到理性的教学过程，引导学生完成基于自身体验的建筑空间环境图



示作业，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开展测量、测绘以及模型制作等教学内容。使初学

者实现对建筑空间环境从感知体验到理性认知的自发转变，增强学生对建筑与环

境、空间与实体以及人体与尺度的理解与认知。

操作训练：在具身认知与空间建构的主框架内，根据建筑馆的空间环境特征

选择操作训练的适当位置，分别以杆件、板片及体块作为基本构成要素，依据教

学目标设定操作练习题目。这一系列练习旨在加强学生以单一构成要素进行空间

操作的基本能力，培养设计分析及表达能力。学生在练习过程中要同时进行草图

练习、模型制作、文本表达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基本技能的训练，并在能力训练

基础上提升美学修养。

操作训练1：根据建筑馆的空间环境特征选择陶艺实验室前广场作为训练场

地，以板片作为基本构成要素，依据教学目标设定题目，训练以板片作为单一构

成要素进行空间建构的基本操作能力，培养设计分析能力及尺度感知意识。

操作训练2：根据建筑馆的空间环境特征选择沙龙前广场作为训练场地，以

杆件和板片作为基本构成要素，依据教学目标设定题目，训练在两种要素共同作

用下进行空间建构的基本操作能力，着重训练对场地环境现有条件的分析，对模

数、网格等基本概念的理解与应用，并以杆件要素建立秩序网格，在此基础上以

展览作为基本功能需求进行板片要素的围合与覆盖。练习过程中继续强化基本技

能的训练和应用。

操作训练3：根据建筑馆的空间环境特征选择建筑馆入口庭院空间作为训练

场地，以实体体量作为基本操作要素，依据教学目标设定题目，训练以“实体”

与“虚空”关系为基础的空间建构基本操作能力。教学前段注重分析场地环境条

件，根据场地内路径、视线、构筑物及相邻建筑门窗开洞等环境特征进行场景想

象与行为设定；教学后段引导学生针对行为与场景对实体体量进行挖空、切削、

推拉、对位等基本操作，建立适合行为的空间尺度和空间序列关系，同时能够满

足与场地环境条件相呼应的基本逻辑关系。

综合应用：在完成单一系列基本要素操作训练后，选择建筑馆环境中连通

内部院落与外部广场、道路的两处“狭缝”空间为场地环境，将服务于校园生活

的小型公共建筑作为训练内容载体，以校园中学生日常生活使用为线索，进行以

环境分析、空间操作、功能组织以及材料应用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设计训练。在

教学过程中，首先，强调分析场地环境中有价值的线索，并以此作为新建建筑概

念生成与深入发展的起点；其次，要求明确建筑基本结构体系（柱结构、墙结构

等）、结构特征与空间形体的关系表达；再次，在设计中需要明确主要建筑材料

的使用与表达，包括结构材料、围护材料以及室内主要装饰材料的肌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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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后，根据功能要求与空间行为关系完成室内家具陈设布置以及适当的室外

景观环境设计。通过这一较为综合性的设计训练为后续高阶性建筑设计课程奠定

坚实的基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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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初步”课程

的教学大致分为集中讲授、小组辅导、作业练习和评价反馈四个阶段。

集中讲授环节主要安排在课程初始阶段和训练题目开始阶段，其中课程初始

阶段主要集中讲解课程总体概况、教学目标、教学实施方法、成绩评价标准等内

容；训练题目开始阶段主要包括设计任务书解读、相关案例分析、设计操作方法

等内容讲解。另有4～5个相关专题讲座是针对学习过程中基本技能的应用进行讲

授。集中讲授环节占课时总量的1/5。

小组辅导是建筑学专业课授课的核心环节，为确保课程教学质量，教学过程

中小组师生比保持在1:8到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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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设计任务与组内

学生充分开展相关讨论。在单独辅导过程中，应根据学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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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鼓励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表达个性化的设计主张及创新思路。小组辅导环节占课

时总量的3/5。

作业练习是发展设计思路、形成理性思维以及强化专业基本能力的重要过

程。在小组辅导后，根据设计训练教案统一安排，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需完成相应

作业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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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较为熟练地掌

握绘图、模型制作、软件应用及文本写作等基本专业技能，同时能够逐步理解基

本技能对于专业学习的重要性。“建筑初步”是建筑学专业课程的起步阶段，需

要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较多专业基本知识与基础技能，因此作业练习环节所需

时间较多，课后大约需要总课时量的两倍时间用于完成作业练习。

评价反馈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本课程共有5个训练题目，每个题目完成

后都会进行全年级统一评图活动，除本年级教学组教师外，还邀请其他年级的专

业课教师、校外同行专家、企业实践建筑师共同参与评图活动，给学生提供与评

图教师、专家深入交流的机会，同时教学组还根据作业成果进行阶段性教学总结

并进行统一反馈，学期末组织专门的教师学生座谈会，针对本学期整体教学情况

进行系统性的教学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予以及时修正。评价反馈

环节占课时总量的1/5。

教学组在设计教案时始终强调“具身认知”教学理念的贯彻和“沉浸体验”

教学方法的实施，根据不同训练题目的任务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在特定

场地环境中进行观察、感受、理解，并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训练内容进行理性分

析与设计研究，同时配合专题知识讲座、绘图、模型、文本以及VR体验等多元化

的教学手段展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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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程特色与创新

“建筑初步”课程经过近几年的持续建设与发展，目前已形成了专题化、实

践化、多元化、多样化和开放化的课程特色。 

教学阶段专题化：课程教学分为“空间环境认知”“操作训练”“综合应

用”三个专题，阶段明晰，组织有序，任务明确。 

教学过程实践化：课程教案通过以教学目标为导向，分专题、分阶段地设定

一系列目标明确的实践训练内容，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使学生的基本设计能力得

到有效提升。 

成果表达多元化：利用手绘草图、尺规作图、工作模型、软件绘图、文本手

册等多元化表达形式进行设计研究、深化及成果汇报。 

指导方式多样化：建立“讲授+指导+讨论”的教学方式；教学过程中“一对

多”与“一对一”方式有机结合。 

课堂教学开放化：通过实施沉浸体验式教学、师生互动式教学、多方介入式

评价等形成开放化的教学模式。 

“建筑初步”课程教学组根据初学者对空间环境认知表面化的问题，引入

“具身认知”理念指导教学活动，以建筑馆空间环境作为教学载体开展教学，在

现场采用观察体验、阐释讲解、问答交流等直接有效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学

习全过程中进行长期深入的体验式学习，目前建筑学院已经拥有新旧建筑交织融

合的A、B、C三座高品质教学实验场馆，为学生提供了完善的建筑认知实践场

景，对建筑学专业基础教学提倡的“具身认知”教学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内蒙

古工业大学建筑馆是国内最具知名度的建筑学专业教学场馆之一，其设计理念在

空间、环境、材料、建造等方面均有独特呈现，这样的真实建筑是“沉浸体验”

教学方法实施的最佳环境。课程各阶段的设计任务与学生所处教学环境、身体感

受、空间体验高度关联，引导学生全面调动自身感官，在真实体验中自主学习，

思考建筑空间建构的原理与方法。

课程特别注重专业基础能力的培养，在各训练阶段现场教学过程中，强调

学生沉浸体验并结合教师理性分析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将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

相关联，使学生能够直观地理解空间、环境、结构、材料、建构等建筑学基本概

念。教学过程中注重开展表达多元化训练，利用手绘草图、尺规绘图、工作模

型、专业软件、数字媒体、工作手册等形式进行多元化设计表达。 

课程实施“多维视野”的教学评价方式，教学过程中积极开展教师自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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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称校外专家与实践建筑师参与

评图，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多方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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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解读

2䯓䎪茩㛄呯
建筑学教育以重交流、重体验、重实践为特点，在建筑学基础教学阶段的重

要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建立对建筑与环境关系的正确认知，树立正确建筑观。本

课程最开始的练习从建筑与环境认知入手，通过在4周时间内完成有计划的教学

训练，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建立起从专业视角出发的基本建筑环境观，并

对建筑与环境关系中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初步理解。

建筑与环境认知训练所选取的对象是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馆，原因如下：

其一，该建筑（群）是优秀的建筑作品，曾荣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奖、全国优秀

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等诸多国内外设计奖项，在国内同类型建筑中具有较高知名

度；其二，建筑馆是建筑学院集日常教学、办公、科研于一体的多功能教学建

筑，是广大师生每天都感受到的真实场所环境，具备开展“具身认知”教学理念

实施的优势条件；其三，建筑馆的设计理念、空间品质、环境塑造、材料运用、

光影呈现、构造节点等具体设计手法可成为最直接的教学案例。综合以上因素，

我们认为，建筑馆是一个具备建筑环境认知先天优势条件的建筑案例，也是实施

“沉浸体验”式教学方法的最佳环境，其为教学提供了完善的建筑认知实践场景

（图2-1）。

作为“建筑初步”课程的开始阶段，建筑与环境认知训练主要围绕建筑馆展

开实地踏勘，通过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体验、分析及测量等一系列训练环节，使

学生对建筑馆空间环境有较为深入的认知与理解，并建立初步的建筑环境观念。

在此训练过程中需要思考并理解如下几个关键问题。

问题1：如何理解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建筑”一词意为人工庇护所，是人类采用人工材料从自然环境中分隔的人

造空间。建筑与周边环境存在普遍的关联，不能够脱离环境独立存在，建筑与环

境的关系包括建筑与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的关系，如与山川、河流、树木等的关

系，与街道、广场、小品设施等的关系以及建筑物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这些都

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是身心能够进行体验的外部空间。所谓建筑环境感知，并

不是单纯对建筑物本身的理解与认知，也包括建筑物所处的环境范围，即人们对

建筑的内外空间、功能、形象有整体性的认知，并对建筑所处的空间范围有较清

晰的感受。

对于建筑的认知与理解不仅要专注于建筑本身，还更应关注它所处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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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馆在设计中除了对空间、结构、材料及构造等建筑本体问题

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时也对周边环境采取主动积极的空间融合设计策略，强调在

空间、流线及视线上的相互渗透、交流和融合，在建筑馆的院落内外有大量利用

原工厂设施或构件改造而成的院门、天桥、栏杆等建筑要素，并向院外增设了室

外会场、景墙、座椅等外部空间设施，使建筑学院的部分空间向校园开放、延

伸。这些措施使得这个项目的建筑空间不是停留在其本身和内部，而是与校园环

境整体呈现一种合作、相融的态势。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多数情况下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随时间发生着变

化，这里就需要关注建筑与环境的历时性问题，例如建筑馆于2009年完成改造投

入使用，在十余年的时间里由于规模扩建以及周边设施不断修整完善，建筑与环

境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我们通过建筑馆及周边环境不同时期照片的对比，可

以发现建筑与环境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诸多痕迹，更能够感受到“光

阴的故事”在建筑与环境中悄然发生（图2-1、图2-2）。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

了环境改变的偶然性，隐藏着感知景观变化的线索。建筑与周边环境存在普遍的

关联，有时作为对自然的回应，建筑本身就是景观，景观或风景作为建筑与环境

的延伸，承载着建筑除功能之外更多的美学价值。

问题2：如何理解建筑实体与外部空间的关系？

研究实体与外部空间时，首先面临的困难是如何界定它们的形状和范围。外

部空间与建筑体形的关系就好像铸造行业中砂型（模子）与铸件的关系：一方表

蹕3.2!!!廟鯆詁墡趵俋叧婠詀䒛䤻蒊。
裶䄄鯫杛
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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蹕3.3!!!婠詀䒛醭讜暚梕礣穻艊唻瀷

来源：作者自摄

现为实，另一方表现为虚，两者互为镶嵌、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呈现互余、互

补或互逆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外部空间和建筑体形一样，都具有明确、肯

定的界面，只不过正好处于互逆的状态。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外部空间融合

在漫无边际的自然空间中，它与自然空间之间没有任何明确的界线，因而它的形

态与范围又是十分难以界定的。

外部空间具有两种典型的形式：一种是以空间包围建筑物，这种形式的外部空

间称为开敞式的外部空间；另一种是以建筑实体围合而形成的空间，这种空间具有

较明确的形状和范围，称为封闭式的外部空间。但在实践中，外部空间与建筑体形

的关系却并不限于以上两种形式，而是复杂得多。这就意味着除前述的开敞与封

闭的两种空间形式外，还有各种介乎其间的半开敞或半封闭的空间形式。

建筑馆（群）由若干建筑实体与外部空间组成，空间形态丰富且具有多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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