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2 卷 3 期 聚知刊出版社
建筑技术与创新 JZK publishing

81

基于营造体验的《建筑初步》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
黄雪峰 欧阳红玉 刘珍 朱嘉欣

湖北工程学院建筑学院，湖北孝感，432000；

摘要：《建筑初步》课程是建筑学专业重要的设计启蒙课程。结合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计划，在“人文

精神”、 “创新精神”、“工匠精神”和“团队精神”深度融合的教学理念下，《建筑初步》课程改变了传统

教学中重基础训练轻思维培养的教学模式，以“营造”为脉络，以“体验”为手段，对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教学方式和课程考核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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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人才的培养必须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求，为了

使培养过程更具针对性和可实施性，建筑学院根据行业

专家以及用人单位的建议，结合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

才培养计划，提出了“四元融创”的教学理念，并贯彻

到每门课程的教学环节。“四元融创”是指将“人文精

神”、 “创新精神”、“工匠精神”和“团队精神”

深度融合与创新，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其具备人文关怀，

不断创新，精益求精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在建筑学院

确立的人才培养方向下，各系教研团队积极展开多项教

学改革与创新
[1]
。《建筑初步》教研组自 2019 年开始对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考核等方面进行

改革创新与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效。

1 传统《建筑初步》课程教学的痛点

2019 年以前，《建筑初步》课程教学内容分为技能

训练和形态训练两个部分，技法训练包括线型练习、建

筑抄绘、建筑测绘等基本制图训练。形态训练以三大构

成为主，分别是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最终

以小型建筑方案设计作为技法与形态训练的小结
[2]
。在

跟进学生后续的学习过程中，教研组发现这种教学模式

存在以下问题。

1.1 课程覆盖面广，难聚焦

传统《建筑初步》的课程分为九个单元的实践内容，

课程内容覆盖面广，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更侧重于基本

技能练习。形态构成与空间训练之间缺少内在联系，学

生对空间认知的概念比较模糊，教学体系缺乏明确的主

线，导致重点内容难以聚焦，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

1.2 空间思维抽象，难建立

空间设计是建筑设计的核心，是评价一个设计优劣

的关键，但是在对学生空间造型和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

中，三大构成的课时占比相对较少，且内容比较抽象，

学生难以理解与掌握。这种隐性的空间抽象思维训练在

学生启蒙设计阶段没有很好的落实。

1.3 学习兴趣不足，难激发

由于课程内容较多，导致每个单元的周期较短，造

成学生课业压力较大，绘图变成了僵化的描图练习，专

业学习兴趣下降。同时，学生对理解抽象的空间概念有

一定的难度，对空间形态的训练缺乏一种有效的引导模

式，也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足。

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建筑初步》课程教研组根

据学生的特点，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技术手段，

培养其建立起空间认知与空间设计的基础能力 ，更好

的引导其专业设计“入门”。

2 基于营造体验的《建筑初步》课程的教学改

革和实践

改革后的《建筑初步》课程体系以“空间训练”为

主线展开，学生通过“营造体验”，理解空间组合的原

理，学习空间设计的方法。教研组也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希望找到更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引导学生树立空间的概

念，真正掌握课程的核心内容。

2.1 基于营造体验的《建筑初步》教学目标的改革

2019 年以前的《建筑初步》课程教学目标着力于培

养学生的基本绘图能力，强调制图的规范性，强化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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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的练习。从 2020 年至今，教研组依据新的人才培

养目标和《教学大纲》，将“空间训练”作为《建筑初

步》教学的核心内容，以“学生”为核心目标，以“营

造”为核心手段，强调学生从单一空间围合与限定、空

间组合训练形成抽象空间认知
[3]
，通过“营造”体验空

间，借助“营造”调整设计
[4]
。

2.2 基于营造体验的《建筑初步》教学内容的改革

根据传统教学中存在的痛点，教研组将《建筑初步》

从原来的 9个模块：线型练习、平面构成、立体构成、

小别墅抄绘、建筑测绘、大师作品分析、色彩构成、建

筑渲染、小型建筑方案设计，调整为 6个模块：空间识

图、空间测绘、空间体验、空间形态分析、空间建构、

空间设计。其中，删除了线型练习、三大构成、建筑渲

染；保留了建筑测绘；调整了小别墅抄绘为空间识图、

大师作品分析为空间形态分析，小型建筑方案设计为空

间设计；增加了空间体验、空间建构。改革后的课程内

容压缩了基本技法的训练，在结构上也进行整合，强化

通过营造与体验进行抽象空间的思维与感知训练，强化

学生“造空间”，而非单纯“画建筑”的观念，强调以

“造”启发“绘”，以“绘”推动“造”的交互练习，

避免为“绘”而绘的被动学习模式，帮助学生建立起图

纸与实物的对应关系。

2.3 基于营造体验的《建筑初步》教学方法的改革

2.3.1 以“造”引导“绘”的空间识图

在空间识图的教学环节中，与以往理论讲解、图纸

绘制不同，改革后的教学过程为：首先在课前发布相关

的学习视频，课堂对制图的知识点进行理论讲解，然后

布置教学任务—小型建筑识图，根据平立面图纸搭建 1:

50 的手工模型。学生依据图纸进行模型制作的过程，老

师通过模型了解学生是否理解和掌握了识图的知识点，

通过点评，引导学生依据制图原理剖切模型，通过观察

分析后进行剖面图的绘制，这个过程可以再次检验学生

对知识的吸收能力，最后进行学习小结，该过程改变了

学生只动手不动脑的照抄模式。改革后的教学设计通过

制作手工模型将抽象的制图原理转换成具象的实体模

型，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制图的基本知识点，知识的掌握

程度也明显提升。

2.3.2 以“造”校准“测”的空间测绘

与改革之前的单体建筑测绘不同，空间测绘对象不

再限定为单一的室内空间，而是扩展为小型建筑群。这

样可以帮助学生从宏观到微观，从不同维度更系统性的

理解空间的涵义。在实地测绘，整理数据之后，进行模

型的制作，再对比测绘对象进行校准，检验测绘的准确

度。按照“草图-初测-草图-补测-草图-模型-校正-正

图”的教学方式强化了学生对空间的理解与体会，进一

步加深理解二维图纸与三维空间的对应关系。

2.3.3以“造”启发“感”的空间体验

空间体验是改革后新增的教学板块，目的是让学生

去感知空间的尺度大小、空间的界面虚实和空间的光影

关系。课程首先要求学生利用木条分组搭建 8个限定尺

度的立方体框架，体量从小到大依次递增,学生选用不

同的材料对各个界面进行逐一围合，观察体验不同围合

度的界面所形成的空间感受，然后每组选取 1—2种材

料对框架 5个界面进行围合设计，并进行空间光影的观

察体验。

在整个营造过程中，学生可以逐步体会不同尺度大

小的空间给人带来的心理感受，观察不同界面的虚实关

系以及不同材料的组合造成空间内部的光影变化，同时

对不同大小空间容纳的适宜人数和极限人数进行对比

实验，激发其对空间的功能和用途产生空间联系。学生

在真实建构的场景里，感受更加深刻，抽象的空间思维

能与具象的实体模型相结合，使学生更好的理解空间的

概念和涵义。

2.3.4以“造”驱动“思”的空间分析

空间分析是在原有的大师作品分析中进行提炼与

深化，主要聚焦空间的组成关系与竖向交通的组织方式、

空间之间的转换逻辑。教学过程细化为：学生先收集大

师作品的相关信息，再通过 3DMAX、SU 建模，复原大师

的建筑作品，借助虚拟仿真技术，学生可以更真实的体

验大师作品的的尺度关系、理解空间组合的原理、思考

空间形成的方式、分析空间的围合关系，空间的节奏与

韵律变化，通过触觉、视觉、步行路径的感知获取基本

的空间感知并形成空间形象的印记储存到脑海中
[5]
。通

过分组建模，交叉体验，每个同学可以体验不同建筑大

师作品中模拟游走的路径，也激发了学生更多的专业学

习兴趣。

2.3.5以“造”深化“度”的空间建构

空间建构也是新增的教学板块，主要培养学生对空

间灰度和尺度的把控。学生先从 1：10的小模型开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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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空间关系，再搭建 1：1 的实体模型，既要依据人体

工程学中人的不同行为需要的空间尺度与灰度，又要分

析建造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搭接节点的设计。从整个

教学过程来看，学生对空间的尺度把控，空间灰度的探

索，材料力学性能的分析以及团队协作方面有了显著提

高，学生通过营造体验的方式一步步将自己的想法落地，

加强了自身的成就感，增加了课程的学习兴趣。

2.3.6 以“造”创新“型”的空间设计

空间设计是《建筑初步》课程最后一个课题。改革

前的小型建筑方案设计以具体的功能为主，如：公厕设

计或书吧设计，要求功能与环境，功能与形式，功能与

空间的协调。改革后的空间设计以公园或者校园内的小

品为切入点，弱化功能性，强化空间的层次性与变化性，

关注空间在游走过程中的起承转合。

学生先通过体块模型探索形体介入的方式，通过空

间模型推敲视觉焦点与内外景观的对应关系。在教学实

践中，学生能更关注空间的节奏感与层次感，会有意识

的强化空间大小、虚实、开合的变化。

2.4 基于营造体验的《建筑初步》课程考核的改革

传统《建筑初步》课程考核主要以绘图制图的正确

率和图纸整洁度为主，每个单元都需要手绘制图完成，

这也导致了学生学习兴趣不足，画图只是在机械绘图，

并没有掌握知识。与此同时，学生如果仅专注于画一张

整洁、正确的图纸，也可能导致部分学生前期有好的创

意，但最后绘图环节图面表达不佳，影响了整体的得分。

图 A第一学期考核模式

图 B第二学期考核模式

图 1《建筑初步》课程改革后考核模式（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改革后的课程考核更重视学习过程（图 1），将营

造体验的感知通过模型和 VLOG 的形式作为部分考核内

容，也相应减少了部分绘图量，让学生有更多思考的时

间和空间。这样不仅让过程表达更加多样，也加强团队

成员的互动与协作，适应新时代的发展特征。

3 教学成效反馈

通过营造体验的教学方式，借助模型将抽象空间具

象化，使学习难度启蒙化。学生从“做”中“学”，从

小尺度的手工模型到大尺度的实体建构，结合虚拟现实

技术完成对空间的体验与认知，考核形式不再局限于传

统的手绘图纸，这次的教学创新实践也达到了预期的目

标。

从每个课程结束后，学生的学习小结中发现其对专

业的学习兴趣逐步加强。学生通过分阶段的模型推敲，

完成空间的设计，加强了自我的成就感。在营造体验中，

学生通过模型建造，对空间尺度，空间形态，空间虚实

的感知力增强，能理解空间形成的基本要素，运用空间

组合的基本方法进行空间设计。

笔者在跟踪后期建筑设计系列课程的教学时，发现

改革后的学生会更关注空间的组织，空间的开合变化，

也更关注空间的动线设计。学生近年来参加“东南·中

国建筑新人赛”，“未来设计师·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

计大赛”，“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优秀

作品展”等竞赛中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学生专业学习

的主动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4 结语



聚知刊出版社 2025 年 2 卷 3 期
JZKpublishing 建筑技术与创新

84

《建筑初步》课程以学生为“主体”，以“营造体

验”为核心手段，将“空间训练”作为核心内容，借助

虚拟现实、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教学手段，增加过程考

核比重的考核方式，改变传统教学中出现的课堂效率不

高，知识理解不够，学习兴趣不足，后期转化运用困难

等问题。这种模式也推广至本院景观、规划专业的《建

筑初步》课程中。《建筑初步》课程的改革是一项长远

的过程，教研组也会不断反思与探索，不断改进，以适

应未来不断变化的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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