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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美术教育的改革策略研究
曹量

中央美术学院，北京，100102；

摘要：建筑学作为艺术与技术的交叉学科，其教育体系长期面临美术教学与设计课程割裂的困境。本文以历史演

进为脉络，剖析学科分立的社会根源与教育机制缺陷，提出以跨学科整合为核心的教学改革路径。通过重构课程

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优化评价体系，探索美术教育从技法训练向思维赋能转型的可能性，并论证艺术与设计深

度融合对培养复合型建筑人才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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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定义的建筑师形象——

"既应擅长文笔，熟谙制图，精通几何，深研历史，勤

听哲学，理解音乐，知晓医学，通晓法律，认知天文"

——揭示了建筑学与生俱来的跨学科性。这种知识体系

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身上达到完美具象化：他同时绘

制《维特鲁威人》的完美比例研究，设计米兰运河的水

利工程，又在《安吉亚里之战》中探索透视法的空间革

命。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催生的学科分化，建筑教育逐

渐陷入"美院传统"与"工科体系"的二元对立的矛盾中，

始终在美学表达与技术理性间寻求平衡。随着学科专业

化程度加深，美术教学与设计课程逐渐分化为孤立模块

——前者侧重绘画技法与形式美学，后者聚焦空间逻辑

与功能分析。这种割裂导致学生设计思维片面化，难以

应对复杂建成环境中的文化、生态与社会问题，现代建

筑教育中美术教学与设计课程的分立问题日益凸显。尽

管美术教学在历史上曾被视为建筑教育的核心，如巴黎

美院的鲍扎体系或包豪斯的基础课程，但在当代建筑教

育实践中大大弱化了美术教育对学生综合设计能力的

培养作用，也导致学生难以将艺术思维转化为设计创新。

本文尝试以跨学科的视角，探讨建筑美术教学与设计课

程的有机融合路径，并希望从历史维度剖析学科分立的

原因及其对当代建筑教育的影响。

1 历史根源与现实困境

建筑美术教学的发展史，也是建筑与艺术关系演变

的缩影。从古典时期到现代主义，建筑教育始终在艺术

熏陶与技术理性之间摇摆，而这一矛盾最终导致了设计

与美术分立上午现状。

18世纪末至 19世纪，巴黎美术学院的鲍扎体系将

建筑教育推向艺术化的巅峰。该体系以古典美学为核心，

强调建筑作为“综合艺术”的地位，课程以绘画、渲染、

装饰设计为主，学生需通过大量临摹古典建筑立面与雕

塑细节，掌握比例、韵律与构图法则。学生会耗时数月

完成一幅水彩渲染图，以展现对柱式、线脚与光影的极

致控制。这种教育模式将建筑师塑造为“艺术家”，美

术训练不仅是技能培养，更是美学修养与文化身份的象

征。然而，鲍扎体系对形式美学的推崇，逐渐与社会发

展脱节，无法满足工业化时代的实际需求。

20世纪初，包豪斯试图以“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

重构建筑教育。其“基础课程”由伊顿及康定斯基等艺

术家主导，强调材料实验、抽象构成与色彩理论。学生

需通过撕纸、拼贴、木工、戏剧等练习，探索形式与功

能的本质关联。包豪斯重视“工艺”的革新短暂弥合了

艺术与技术的鸿沟，但随着现代主义建筑对功能主义的

极端化，美术教学逐渐被弱化。密斯凡德罗后期将课程

重心转向标准化设计与工业化生产，艺术课程被压缩为

“辅助性”内容。

中国的现代建筑教育始于 20 世纪初对西方体系的

移植。1927 年成立的中央大学建筑系直接引入鲍扎体系，

美术课程占课时总量的 40%，学生需完成希腊柱头渲染、

中国古建测绘等训练。20世纪 50年代，苏联“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教育模式传入，列宾美院的契式素描体系

成为主流，强调写实技法与工程制图的结合。这一阶段

的美术教学虽保留艺术性，但已隐含“为设计服务”的

工具化倾向。20世纪 80年代后，西方现代主义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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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涌入，工科院校大幅削减美术课时，转而强化结构、

构造等工程技术课程。至 21 世纪，中国建筑院校的美

术教学呈现两极分化：少数美院体系院校极力保留延续

艺术探索，而多数工科院校仅保留极少的艺术课时作为

素描、水彩的训练，教学内容也多为技法传授。

导致如今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是认知的冲突，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建筑被割

裂为“艺术”与“技术”两个阵营，美术教学被视为感

性主观的，而设计课程则标榜理性客观的，从根本上就

是两股不同的势力；另外是建筑职业化教育的导向，迫

使课程设置向实用技能倾斜，艺术素养沦为次要培养目

标，针对美术教学课程的建设不够重视，课时量安排明

显缩减；最后是美术教学师资的断层，建筑美术教师多

来自纯艺术领域，在工科院校的评价体系下难以生存和

提升，直接导致在很多高校中出现专业教师青黄不接被

迫取消课程的情况。

2 跨学科视角下建筑美术教育改革的探索

跨学科整合并非简单的内容叠加，而是通过重构课

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实现艺术与设计思维的深度交

融。其核心在于建立双向互动机制，一方面将美术教学

从技法训练提升至思维培养层面，强化形式语言、空间

感知与批判性思维，另一方面在设计课程中嵌入艺术维

度，引导学生从美学、文化、情感等视角拓展设计逻辑。

2.1 课程内容的重构：从技法训练到思维赋能

传统建筑美术教学长期陷入“重技法、轻原理”的

困境，课程内容往往局限于素描、水彩等写实技法的重

复训练，难以理解形式语言背后的生成逻辑。当代教学

改革需以“思维赋能”为核心目标，推动教学内容的转

向：其一，从材料技法向造型原理深化，通过解析事物

内部结构、动态关系与色彩构成的底层规律，使学生超

越表象模仿；其二，从单一技能向艺术思维的跃迁，打

破传统架上绘画的媒介限制，融入装置、影像、数字生

成等综合材料的实践，从而培养学生“手脑联动”的综

合创作能力；其三，从技术复制向文化转译延伸，引导

学生从地域文化、生态环境中提取视觉符号，并将其转

化为具有当代性的设计语汇，更使其成为连接感性认知

与理性分析的思维枢纽，让学生在形式实验中理解建筑

作为“文化载体”的多重维度。

2.2 教学方法的创新：多维协同与知行转化

单向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已难以适应跨学科整合

需求，需构建“空间、媒介、社会”多维联动的教学方

法体系。分散式课程安排打破集中授课的时空刚性，通

过“观察、记录、实验、反馈”的阶段性任务安排，引

导学生自主规划学习节奏，在渐进式探索中深化理论认

知；项目制教学则以真实社会议题为切入点，以真实项

目为课题，要求学生通过速写记录场地文脉、拼贴重构

历史层积、装置艺术激活消极空间，最终形成兼具美学

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更新方案；跨专业协作进一步打破学

科壁垒，邀请艺术家、社会学者、材料工程师组成导师

团队，在工作坊中开展“艺术、技术、人文”的思维碰

撞，培养学生在复杂语境下的系统思维与创新性。

2.3 教学体系的优化：生态重构与复合价值

传统以技法训练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已明显僵化亟

待转型，构建艺术与设计共生共荣的教育框架。基础层

重在打破美术与设计课程的割裂状态，通过课程模块化

重组实现知识贯通；拓展层则通过弹性选修机制释放个

性潜能，提供更多的选修课程，从而使教学体系更为灵

活和符合学生的兴趣，有助于满足学生个体化的需求；

应用层推动美术教育向通识美育升维，使学生不仅仅关

注技术和专业层面，还能够理解艺术对社会、文化和环

境的深刻影响，直面艺术介入社会的真实挑战。这种生

态化体系不仅需要课程结构的重构，更依赖跨学科师资

团队及多元评价标准的协同创新，最终使美术教育从

“专业训练”升华为“价值塑造”，培养出兼具美学修

养、技术素养与社会责任的建筑专业学生。

3 走向融合的建筑教育未来

建筑教育的根本使命在于培养能够平衡艺术创造

力与技术理性的复合型人才。本文通过历史溯源与现实

分析揭示了美术教学与设计课程长期分立的深层动因，

并基于跨学科视角提出整合路径。课程内容的重构应突

破技法训练的局限，转向形式逻辑与文化转译的思维赋

能，这种调整不仅能够强化学生对空间美学的系统性理

解，更能激发其从文化根脉中汲取创新灵感，教学方法

的创新则需要多维协同，项目制教学通过真实社会议题

的介入，促使学生在拼贴、装置等艺术媒介中重构空间

叙事，跨专业工作坊与数字化工具的融合，则打破了传

统学科壁垒，使艺术思维成为技术实现的催化剂。这种

教学模式的转型不仅回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建筑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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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需求，也为学生提供了在复杂语境中实现知行转化

的实践平台。

未来的建筑教育需直面技术革新与社会变革的双

重挑战。人工智能生成艺术（AIGC）与虚拟现实（VR）

技术的普及，正在重新定义设计工具与创作流程，AI

辅助的草图生成系统可快速迭代设计方案，而 VR 沉浸

式体验则能直观检验空间美学与功能适配的合理性。但

技术的工具性价值不应掩盖建筑教育的人文内核，气候

变化、城乡失衡等全球性议题要求建筑师超越形式与功

能的二元对立，将社会责任及人文精神嵌入设计思维的

核心。在此背景下，建筑教育需强化跨学科协作，引导

学生通过社区营造、文化遗产活化等实践项目，探索艺

术介入社会的可能性。同时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本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建筑教育不可回避的命题，中国

建筑师已展现出将传统美学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的潜

力，这种文化自觉的实践路径应被系统化纳入教学框架，

以培养具有文化认同与国际视野的新一代建筑师。

建筑教育的革新最终依赖于教育生态的系统性重

构。师资结构的优化需突破“艺术与技术”的二元对立，

通过跨学科思维，提升教师在数字艺术、生态设计等领

域的综合素养。课程体系的生态化则要求建立“基础、

拓展、应用”的递进式框架，在基础层强化空间感知与

建构文化的通识教育，在拓展层引入数字制造、材料实

验等前沿课题，在应用层通过校企合作推动理论向实践

的转化。评价机制的改革同样关键，更加科学动态的评

估工具，能够全面记录学生从创意生成到技术落地的完

整逻辑，而非仅以最终成果论优劣。唯有通过师资、课

程与评价机制的协同创新，建筑教育才能真正实现艺术

与技术的共生共荣。

建筑的本质是艺术与技术的共生体，而建筑教育的

目标应是培养既能驾驭形式美学、又精通空间逻辑的复

合型人才。跨学科整合并非否定传统教学的价值，而是

通过重构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优化评价体系，释

放美术教育的潜在能量。未来的建筑教育需进一步打破

学科藩篱，探索艺术与设计深度融合的教学体系，使学

生在创作中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以期能回应瞬息万

变的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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