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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境要素介入空间生成

) 建筑学专业 /空间构成 0 课程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E n v iro n m en ta l E le m en ts In terv e n in g in S P a c e G e n erati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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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跃峰 张 翔 阎 波 M A Yu efe ng , ZH A N G Xi an g, YA N B o

摘 要 /建筑设计基础 0课程承担着

设计教育的启蒙任务 , 空间训练是该阶段

教学的核心环节 !针对空间构成如何摆

脱传统构成教学模式的 /形式0局限性并

适应空间意识培养和建筑设计起步的教

学问题 , 本文结合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

院一年级 /空间构成0课程的教学改革实

践 , 对将环境要素介入空间生成的实验

性教学进行了探讨 , 提出教学重点应从

关注 /空间一 形体0 研 究转向对 /空间一

环境要素一 行为模式一 感知体验一 形

体 0的整体关系与互动关系的研究 , 籍此

构建环境要素作为空间生成的起点 !动

力与评价标准的逻辑性 , 探寻建筑学专

业背景下空间构成与建筑设计在 /空间与

环境 0设计语境下的教学交汇点

关键词 环境要素;行为模式; 感知体

验;空间构成;建筑设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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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现代建筑重新发现空间在建筑中的意 义以来.空间教育就成 为建筑教学

的核心问题 将空间意识和创造性思维导人建筑没计从础课程是 玉庆大学建筑城

规学院建筑 系一年级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I 空问训练教学链 / i则绘 .J空间认

知一环境与空间构成一 概念与空间建构 0 .是 -建筑 设计从础 #卜0课程的 币点环

节, 由建筑认知与实地测绘 !限定环境要素的空Ji] J构成 !概念性建筑没计 少个主 l几课

题形成系列内容 (图l) 相对于 /建筑设计从础 #上0 中侧玉于形式训练的平面构成

和立体构成 , 空间构成在整个纂础教学框架中处于承 1几启下的关键位置 , 起着从 /;-

间认知到空间建构以及从构成系列到设计体系的过渡作月J

1 问题溯源: /九宫格 0作为空间构成教学范型的反思

自199 9年以来 ,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没计基础教学逐渐山单纯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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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向系统化教育体系转型.强化课程

关联及年级衔接 /空间构成 0练习同

时隶属 于构成系列和空间系列两大课

程板块 .其发展轨迹主要经历了两个

阶段:从强调抽象儿何空间的 /形体与

空间构成 0 发展演变为强调整体环境

空间的 /环境 与空间构成 0 , 二者在空

问训练主题及教学操作土侧重不同 , 体

现了对空间教育问题的不同理解

强调抽 象儿何空间的 /形体 与空

问构成 0课程要求学生将91n x 9 ,11的正

方体以3rl:x 3 ,n为基数划分为 /九宫格 0

式的空间形体 , 运用点 !线 !面 !体等形

式要素进行空间的分隔 与组合, 并考虑

水平与垂直方向上的空间构成关系 课

题着重于研究空间的限定 !组织和造型

的基本规律 , 关注空间容积 !限定空间

的形体构件以及空间形式的构成逻辑

(图2 )

/ 九宫 格 0 空间练 习作为建筑设

计人门的一个经典教具 , 其成功之处

在于: ( l) 容纳了一系列建筑学的基本

问题 , 如要素与组织 !中心 与边缘 !构

件与系统 !抽象 与具体 !平面和立体等

等; (2) 采用预先设定的三维空间网格

系统作为空问参照 , 以建立对抽象JL何

式空间秩序的控制 , 点 !线 !面 !体等水

平或 垂直的空间限定要素可以在网格

之中自由穿插 !弯曲 !滑移 !延伸, 围合

或分隔出各种空间组织 关系; (3 )在抽

象形式要素 !空l司限定要素和具体建筑

构件之间建 亿了对话关系, 点 !线 !面 !

体等形式要素既是空间限定要素.也是

墙面 !地面 !楼板 !顶棚 !村二子 !梁架等

建筑 构件的抽象构成 , 由此体现{{志空

问 !形体 与结构的概念 对应和空问训

练意阁; (4 )设 计操作中学生不断在图

纸 和模 )Tgl 之间 ! 二维平而和不维空间

之 间以及与此相对f.立的抽象形式和具

体 构件之间进行转换 , 从不同维度和

不同抽象程度 上理解建筑空间

但是 , 这一练习在教学过程中越

来越体现出形式空问训练方面的局限

性 :课题关注抽象儿何空间的i寸论, 排

I涂r 具体的建筑l司题及建筑 与周邀环

境 !具体功能 的特 定关联 , 其 内容的

抽象性 !分解性 !形式性的构成特征较

强 , 和建筑设计的具体性 !综合 目 !功

能性存在一定的距离 学生容易陷人抽

象空间形式的简单操作 , 忽视对空间中

的行为 !尺度 !视景等问题的关注和体

验 异致形体化的空间设汁思维方式

当进入二年级的 /建筑与环境 0设 计阶

段 , 而临设 汁思维 方式的转变 !多种环

境 因素的限制和更 多设 计矛盾的介人

时, 学生仍然习惯于将形体作为没计的

切人点 , 就会造成前期场地分析与设卜}

内容脱节 !空间生成和形体生成缺乏内

在逻辑性以及先 /建筑 0后 /环境 0的

单向设计过程等问题 因此 , 对于当代

建筑学教育来说. 如何在 /九宫格 0的

抽象形式训练基础 L 引人真实建筑的

1习素 ) 包括场地 !功能 !材料 !体验

等 , 使之获得新的活力 , 依}!刁是 一个常

新的研究课题

2 空间实验:从 /空间网格 0到

/环境要素 0的限定转移

如何使空间构成教学摆脱 /形式 0

的束缚 , 加强 与设 计教学之间的连续

J性? 20( )7年 , 本课程进行 r改革调整 ,

基于 / 要素 与组织 0 的形式 规律外延

被扩大 ) 与场地 !行为 !情景 !材料

等设计语境叠加 , 形成空间设 计内涵

更趋综 合的 -.环境与空间构成 0 1又

名 / 限定环境要素的空间构成 0 ) 新

课题 的出现 来源 于一次 国际 合作 教

学) 主题为 /建筑学与城市规划教育

中景观知识 的国际课程开发 0 的亚洲

联系项11(A !ia一I ink ) 艺的影{1向

相较于 /形体 与空间构成 0 , /环

境与空间构成 0练习的改革创新 在于

设计限定的转移和由此引发的设计指

向及设计操作的延展:其一 , 设计限定

从抽象 /空间网格 0的包裹转变为具体

/环境要素 0 (树 !石 !水 !墙)的介人,

一一年级 : 理筑设计基础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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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建筑设计基础 0的课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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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形体与空间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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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空间尺度

F 19 .6 sP atia l se ale

图7 空间视景
F19 7 sP atialv isu a lse ene

段 !分小组的教学组织使教学活动更具

有 /研究性0 , 有助于学生系统化地理

解和掌握复杂和综合的空间问题 , 进而

促进从 以教师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

式向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的研究型教

学模式的转变l5] "学生不再是被动地跟

随教师 !模仿教师 , 而是积极 主动地启

动思维 !寻找方法和途径 !探索问题的

解答 , 从而在设计创作的过程中建立起

了自主分析和价值判断的能力"

3 空间操作:感性结合理性 的

空间构成设计方法探究

图8 学生作业:廊踪树影) 限定环境要素的空间构成

F ig 名 stu d ents. d esign :P o rc h trae e a nd tree sha do w-- sPa ee e om Po sition w ith lim ited env iron m e nta lelem ents

如果将教学的过程划分为若干阶

段 , 就能够对设计中某些特别的问题

作专门的研究; 每个阶段集 中解决一

个或数个明确限定的问题 , 各阶段之间

又形成相互制约和关联的整体关系"

想象 !分析 !制作 !体验是 /环境与空间

构成 0练习不同阶段的设计方法 , 也是

从感性认知逐步上升到理性分析的思

维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 地引导

感性与理性的思维碰撞 , 将有助于激发

创造性思维的凸现 , 使设计走向呈现出

整体上的多元¼ (图8 )"

还包括所听到的 !感觉到的甚至闻到

的, 以及所有这些感觉所唤起的各种联

想l.] "感知体验的引人为 /起承转合 0

的空间序列组织注人了 /诗意0和 /叙

事0的可能 , 有助于学生理解环境要素

与空间序列之间的关联.建立起以身体

为参照检验空间的特征及组织方式的

观念和方法 "

2 .2 空间问题与教学组织

基础教学需要在分解训练和综合

训练中寻求平衡 "综合训练是为了帮助

学生建立系统 !整体的思考能力, 避免

其片面 !孤立地认识问题;分解训练则

是由教学对象的理解程度和对问题讨

论的深人程度决定的" /环境与空间构

成 0练习的主要训练目标在于培养学生

综合处理空间问题的能力以及初步的

环境景观意识 , 针对一年级学生实际解

决问题能力的局限性 , 如何解决空间问

题的复杂性 !综合性与教学过程的结

构有序性之间的矛盾与平衡就成为了

教学组织的关键 "针对于此 , 本课程在

具体操作上强调结合启发式 !互动式的

教学形式 , 采取分阶段抽取某些典 型

问题进行分解研 究 !然后再进行整体

关 系间的综合研究的程序 ;抑或采用

教学分组 的方式 , 就不同空间主题进

行侧重研究 , 并在小组内部与小组之间

进行 自我评 价和相互评价 "这种分阶

3. 1 空间剧本的想象与描述

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强调 /意在笔

先0 , 落笔之前需有创意的初步勾画 "

空间剧本是在空间构成设计 开始之前

所进行的文字性的空间想象与游历, 其

意在借助虚拟的想象 !五感的调动以及

意向性的空间感受 , 引发对空间效果 !

空间关系的丰富联想 , 为即将进行的空

间设计勾勒一个若隐若现的轮廓 , 使

空间构成的设计过程在理性思维的控

制之下融人个人感性的认知"

增加设计之前文字性 的 /空间想

象与描述 0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了学生的

内心感受和审美趣味 , 强化了空间的感

性认知与体验 , 对拓展空间形象思维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使抽象的空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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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了个人主观的情趣"对于如何延续

空间想象.在空间剧本和空间设计之间

往复修正, 使个性化的情景想象和理性

化的设计手法相结合, 从而更加有效地

引导学生的设 计思路 !激 发其设计热

情及创造性思维 , 仍需在教学中进一步

探索"

3 .2 经典建筑案例的设计解读

/分析 0作为一种思维和学习设计

的方法 , 已经 成为教学的一项基本策

略"设计分析的实质是一种设计解读 ,

是创造的逆过程 , 指对设计自身的一种

追溯 , 一种从设计的结果出发倒推其过

程逻辑的 /反设计 0 l.l "如果说设计是

一种综合创造 , 那么设计分析则是学习

这种综合创造的有效方法 "设计分析

训练的目的是使学生从经典作品的创

作背景和设计理念中学习如何观察 !

评 价设 计作品并进行系统性的图示分

析, 进而在设计 中创造性地运用分析

成 果 , 实现案例研 究与设计创作之间

的互动 "

案例 分析 训练 要求 学 生主动 阅

读 !收集和整理相关作品资料作为设

计分析的依据 , 配合平 !立 !剖面图完

成建筑作品的系列分析图;根据作品的

概念特 征对不同设计层面展开针对性

的空间分析, 也可采用对比及类比的分

析方法对不 同作品之 间的相同层面进

行关联分析;并进一步分析各层面之间

的综合关系 , 特别是 /空间一环境一功

能一技术一形式 0之间的互动关系, 体

会设计过程的复杂性 !综合性以及各

种形式背后的设计逻辑和设计策略"

能够更加直接地帮助学生理解空间概

念 , 进行空间与形式 的整体把 握 , 弥

补单一依靠绘图表达空间设计的局限

性 , 特别是对于复杂空间的创造与表现

而言"

设计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 , 草

图和模型都是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思

维能力的有效方法 , 且二者互为补充和

完善" /环境与空间构成 0练习的初始

阶段要求学生根据场地模 型及空间剧

本从环境分析和空间布局人手, 勾画概

念草图并制作概念草模 , 形成设计构思

和方向;接下来利用体块模型 !空间模

型 !分析性模型等展开空间设计和空

间研究 , 进而推动设计发展并促发对

设 计的新理解 "设计过程在以模型操

作为主线的同时兼顾图示语汇在设计

构思 !过程 !分析 !记录中的使用, 通过

/制作一绘 图一观察一思考 0的循环

互动使构思 不断深人 , 从而推动设计

进程的明朗化 "

己包含在其中, 感觉到自己既是空间的

组成部分又是它的量度}7!"实体模型 !

数字模型 !动态影像 !系列照片 !连续

透视等作为并非直接 的体验空间的手

段与媒介, 对空间构成教学是非常有用

的;但是 , 空间的真实体验必须是建立

在身临其境下的动态感知, 这才是空间

体验的本质 "毕竟.体验是人类感知环

境 空间秩序从而 建立场所感的一种有

效途径{/!"

4 结语

3 .4 空间的模拟体验与分析

根 据空间剧本的想象与描述 , 结

合经典空间案例的分析 , 在极具情趣

和想象力的状态下进行空间的设计 !制

作 !模拟体验与分析 ) 这种感性与理

性交织 的教学过程可以培养和提高学

生感知与建构空间的能力, 启发二维空

间的创造思维并建立理性分析技能方

面的基础 "教学中尝试借助多种媒介展

开空间的模拟体验与分析 , 通过较大比

例模型与构件的制作或Ske tohu P数字

模型的虚拟空间建构 , 运用微距摄影 !

照片连拍或数字 空间虚拟游历进行模

拟性空间的体验 , 并结合分析模型 !系

列透视和人体尺度的综合运用, 展开空

间环境 !空间序列 !空间视景 !空间行

为与尺度等的系列性分析 , 在此基础上

总结空间构成的设计方法以指导具体

的建筑空间设计"

所 谓体 验即 / 以身体之 , 以心验

之 0 "要完全地感受空间, 必须要把自

在建筑学专业的基础教学中, 对

于尚处于人门阶段的学生而言, 由构成

训练转向设 计训练 (由视觉思 考转向

对功能 !技术 !经济等要素的综 合权

衡 )是一个很难领会直至掌握的转化

过程"转化的关键在于完善课程体系,

解决构成课 与设 计课的衔接问题 , 在

构成教学的形式逻辑训练 中导人空间

意识 !设计思维及创新意识的培养, 对

可操作性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持续

的探索与更新 " /建筑设计基础0课程

承担着设计的启蒙教育任务, 构成教学

模式下的 /空间构成0 课程应契合建筑

学的发展方向, 寻找与设计教学的结合

点 , 这对 于促 进设 计基础教学的延伸

拓展和多元创新具有重要意义1

3 .3 以模型建构为主线的推进

建筑学专业一年级 的学生尚未建

立起空间概 念 !设计手法以及 三维空

间构成关系和二维图示语汇之间的思

维转换 能力 , 教学 实践 已经验证 , 借

助模型建构辅助设计基础教学是一种

科学 !理性 !形象 !直观的工作方法 ,

注释:

¹ 参见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一年级

/建筑设计基础#空间训练0教案, 该

教案连续在20 11年 !20 12年 /全国建

筑院系建筑设计教案和教学成果观摩

与评选 0活动中获奖"

º 从2005年11月开始, 重庆大学建筑城

规学院参与了由欧盟资助, 包括法国

国立巴黎拉维莱特高等建筑学院 !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 !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在内的亚洲联系项目

(项 目编号: C N /A sia一L ink/032) , 共

(下转第27 页)



20 13年第1期 /室内设计/27

风顺 , 其未来也存在 着诸 多不确定因

素 "20 01 年9月11日, 美国纽约世界贸

易中心 (W orld Trade Center To w ers)被

恐怖分子所劫持的飞机撞毁并轰然倒

塌 , 令全世界震惊 , 也促使人们从多个

角度对高层建筑的未来展开深入的思

考二高层建筑在具有大量显而易见的

优势的同时, 其与生俱来的各种问题依

然不断地被讨论或质疑 "许多人理想

的栖居方式依然是居住在与土地亲密

接触 !融人自然的低层建筑里 , 那么高

层建筑到底能够为城市的未来提供什

么? 这也是本课程的学习中最终需要思

考的问题"

关系, 学生提 出的很多好的想法 !概念

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深化发展的可能 "

20 11 年9月, 在由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

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主办的首届 /全国

高等学校建筑设计教案和教学成果评

选活动0 中, 我院提交的 /高层建筑设

计 0教案与三份学生作业获奖 , 亦是对

本设计教学工作的一次肯定与鼓励 "

在当下, 高层建筑被作为许多城市

的建设主角 , 学生在职业生涯开始以后

必将频繁地接触到高层建筑的设计任

务 , 其知识结构只有在真刀真枪的实干

中才能逐渐丰满起来 "课程设计所起

到的作用就是在预演性的虚拟设计中

使学生建构完整正确的设 计观念 !掌

握行之有效的设计方法 , 从而适应未

来的种种挑战 "这是我们对 /高层建筑

设计 0课程最大的期许 , 也是作为教师

的最大责任 "

/高层建筑设计 0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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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 页)

同提出了 /建筑学与城市规划教育中景

观知识的国际课程开发 0国际合作教

学课题 , 项目持续时间为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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