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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载体与功能植入

) 城市既有建筑改造与更新设计课题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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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

本科三年级教学课题改革以 /社会与人

文0为主线, 通过探索教学模式从教学型

向研究型的转变, 逐步建立起开放 !多元

的课题体系"本课题的建构以 /城市既有

建筑0为切入点和载体 , 建立具有课程

设置灵活 !知识综合性强 !理论联系实际

等特点的专业课程体系, 通过对既有建

筑的改造与更新设计 , 实现基础知识强

化与创新思维培养的教学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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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城市和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与文化演变的载体 , 并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更

新 "当前我国城市既有建筑面积超过400亿平方米 , 时值我国大力提倡建设 /节约型

社会 0 !追求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时期 , 在迅猛发展和改变的城市建成环境中

选取具有一定历史人文价值的建筑加以改造和再利用 !保持城市历史记忆的延续和

文化的传承不仅成为当今建筑设计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 也是建筑教育界所关注的

研究方向"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系本科三年级的教学课题建构中围绕 /社会

与人文0这一主线 , 将 /城市既有建筑改造与更新 0作为重点课程纳人其中, 不仅能

通过既有建筑自身的文化 !社会底蕴使学生更深刻地体会 !了解并掌握建筑与文化

的关系, 同时在讲授改造与新功能植人所涉及的各项专业学科内容及外延知识点的

过程中将设计课题的建构与三年级专业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 "

课题策划的教学改革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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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针对国内建筑学科专业教育普遍存在的研究重复 !特色不突出 !课题

设置老化 !对前沿问题缺乏敏感性等问题 , 将建筑学专业教育的发展目标与本土

化 !职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密切联系 , 立足中国城市与社会发展现实状况 , 突破以

往以类型教学为主的传统专业教育思路 , 推动教学模式从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已成





IS S U E 1 FE B .2013 /IN TE R IO R D E S IG N /18

图3 重庆丰富的既有建筑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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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多样性载体与功能组合下的菜单式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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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以重庆本地既有建筑为设计载体

自然地理特征的多样性和突变式

的历史发展进程使重庆具有独特的人

文历史背景和地域建筑文化 作为典型

的山地城市 , 依山傍水的独特地理环境

塑造 r 币庆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山地

建筑形态;另一方面.自189 0年开埠 ,

无论陪都时期 !一月线建设时期还是改

r$: 开放以来 , 大量存留的各类民用建筑

和 L业厂房遗址构成了重庆特有的城

市风貌和建筑文化 "

多元 !开放 !融合的城市文化特性

形成了币庆地方建筑风格的多样化 !地

域化 !包容性以及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

的建筑与城镇形态l4] "近年来 , 重庆的

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城市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 , 但与我国其它城市一样 , 其也

而临着城市高速发展背景下地方文化

断裂与地域特色流失的局面 基于此 ,

/城市既有建筑改造与更新 0课题的

建构立足于重庆本土人文背景 , 将重庆

具有一定文化价值与空间形态的既有旧

建筑作为研究重点 , 让学生在调研与测

绘中直接感悟其人文与历史背景, 使课

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图3 ) "

现存既有建筑作为设计对象 .将与既

有建筑功能完全不同或者相近但又具

有较严密功能组织和流线要求的建筑

类型作为改扩建的功能目标 (如图文信

息中心 !大学生活动中心 !艺术展不中

心等 ) , 要求学生通过对设计对象从物

质形态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全面考察和

调研 , 根据新的功能和任务要求对其进

行改造设计, 从而完成对原有建筑的改

造和再利用 7"课题在发展与完善过程

中逐步形成了建构 !设置和组织等方面

的几点特色:

3 课题的主要特色

课题在选题上以重庆为主 , 选取

3 ., 多样化载 体与 功能 交叉的组 合式

命题系统

以各类既有建筑为设计对象 , 根

据其自身特点植人新的功能和使用要

求 , 随着两方面内容的不断拓展 , 二者

的多样化交叉组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

组合式命题 "

在课程的命题过程中, 教学小组

提前进行设计对象的选择与考察 , 选

取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历史人文内涵的

现实对象作为设计载体 , 主要类型包

括城市中的民用旧建筑 !传统街区 !旧

工业建筑遗产等"通过近年来的不断

积累, 已涵盖了重庆北磅天府煤矿产业

遗址 !大学城虎溪电机厂 507 库房 !重

庆大学本部材料与结构实验室车间 !

重庆丝纺厂厂-房 !南川天 仁教教堂 !工

庆沙坪公园大主教教堂 ! 币庆市l犬某

监狱 !币庆自象街街区等多样化的设计

载体; 同时结合载体的空问 !结构 !义

化及环境特点 , 置人 .j之相协调11.具

有一定的复杂逻辑组合关系的新功能 ,

如图 朽馆 !专业化图文信息,1,心 !宗教

文化研究 -},心 !大学生艺术 -l,心 !义化

综合体 !新型创意产业社区等;载体 .J

功能的交又组介即 ,J 形成多样化的课

程选题 {l前, 本课题已从本建仅起 J.

系统化 !模块化 !组合菜单式的整体架

构 , 形成了l1jl 绕 书卜级总体教学 71标的

多样化命题和选题系统 , 极大地提高

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 , 同时亦有

效避免了以了1三多年来设计命题缺乏建

设性和创新性 !题 7l雷同共至异致学 .l几

抄袭高年级作业等问题的出现 (图引

3 .2 本设计与多学科的并行式教学

城市既有建筑改造 .J更新所牵涉

到的建筑类相关学科较多, 所应用到的

相关知识点也比较玺杂, 如历史遗产保

护 !建筑结构 !生态 !光学 !表皮设计

等 在课程安排 1几, 教师们会选择 -J之

相关的理沦课作为补充, 同周期地进行

教学 , 并以多次专题讲座的形式将相关

知识点与主 l:课相结合, 从而有效地拓

展了学生的知识Iflt 与兴趣 点, 1毛富 r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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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理论谭程

. . . .. 开设专皿讲座

图5 多学科并行的教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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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文献阅读等多种手段掌握尽可能

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 并对调研资料进

行全面的分析 , 完成内容较为全面的书

面报告, 得出应有的结论 , 发现问题 !

提出问题 , 以此作为后续设计构思和展

开的基础和依据 "同时在方案构思和

深化阶段要求学生不定期地将自己的

方案与调研报告进行综合检验 , 审视

方案进展与前期调研分析过程的关联

度和结合度 , 要求做到方案与前期调

研的高度结合, 建立较为严密的逻辑关

系 , 避免以往前期调研做形式 !走过场

的情况 "

计内容 , 扩展了设计深度 (图5 )"

3 .3 课题与设计竞赛的紧密结合

本课题自20 07年以 /旧工业厂房

改造与利用 0为题开始以来 , 随着近年

来的积累, 课题建构不断充实, 选题深

度和覆盖面不断拓展 "通过完善和发

展教学组织 !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 提

高课题本身的可持续性和开放性 , 课

题逐步走向成熟 "在不断充实与丰富

既有建筑类型 !数量和新植人建筑功

能类型的同时 , 本教学课程与相关设

计竞赛积极结合,每年均选择国内与课

题内容及训练目标联系较为紧密的大

学生设计竞赛 (如20 11年R E v IT杯全

国大学生可持续建筑设计竞赛 !第三届

/中联杯 0全国大学生设计竞赛等)作

为课题的有效拓展 , 与教学并列形成多

元选题的不同方向组 , 让学生在本课题

的总体目标要求下提炼内容参与竞赛,

从而形成了课题与竞赛的良好互动 "近

年来在多次国内 !国际设计竞赛中的

优异表现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热

情, 并借此加强了教学成果与外部的交

流 !学习, 完善和提高了教学水平"

本课题在三年级整体教学环节中的目

标要求 , 课题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提

出了重点要求并安排教师在教学环节

中有意识 !有针对性地进行强化:

4. , 强调 /改造性再利用 0的设计理念

课题针对既有建筑进行改建和

扩建 , 明确 /改造性再利用 0的基本观

念, 即旧建筑为适应新时期新的功能要

求而在空间布局 !流线组织 !外观形态

等各方面以原有建筑为基础进行适当

调整 "教学中要求学生掌握旧建筑改

造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以保留为前提 ,

以利用为基础 , 以改造为手段 , 将既有

建筑的环境 !空间 !形态作为严格的设

计条件和背景 , 最大限度地保护建筑

特色和建筑所处地段及地区的传统文

化, 创造性地再现该建筑所具有的历史

与文化内涵 , 并实现新旧建筑之间的有

机协调与共生 "

4 .2 前期调研与后期设计的逻辑关联

对既有建 筑进行改造与更新 , 设

计基础资料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重要

环节, 故此设计过程中要求学生从社会

历史背景 !环境空间 !地形变化 !建筑

状况 !建筑空间与结构等多方面人手 ,

对设计对象进行较为详尽的实地踏勘

与测绘调研 , 通过观察 !体验 !影像记

4. 3 空间的利用与再组织

空间是建筑之本 "本课题以既有

建筑空间为载体 , 要求学生通过实地测

绘和调研对既有建筑的空间尺度 !空间

形态 !空间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和掌握 ,

并获得自身的体验 , 在此基础上建立

新植人功能的空间序列和结构 "设计

过程中要求学生评估分析原有空间形

态和尺度的利弊 , 将原有空间的结构和

形态作为设计的制约和限定因素 , 在

空间建构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其中的有

利部分 , 巧妙结合原有空间与新建筑功

能 , 进行既有建筑合理适度的改造和

再组织 "同时要求新的设计充分体现

原有空间的结构和影响 , 最终达到原

有建筑空间与新功能要求的有机结合"

教学中强调 /空间体验与功能流线紧

密结合 0 , 培养学生建立 /整体设计 !

合理布局 0的设计理念 , 对功能性较强

的建筑类型的功能 !流线 !造型 !空间

环境等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综合考

虑 , 这使本课题成为三年级建筑设计

教学中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进行训

练的重要一环"

4 课题的主要知识节点

针对改造类建筑设计的特殊性及

4 .4 与建筑技术的紧密结合

既有建筑受建造时经济条件 !技

术水平及设计理念的限制 , 建设标准

或建设质量偏低 , 这反映了当时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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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川2年全国大学生作业评优优秀作业

的技术发展水平 课程设 i十中要求学

生对既有建筑的结构体系 !建筑材料 !

围护体系 !构造技术 !建筑物理等各个

层面有充分的了解 , 作出评价和分析.

并把上述各层面作为原有空间改造和

新空间体系建立过程中的重要制约因

素 , 分析改造的可行 险和技术方法.

并探讨新技术与原有结构和技术相结

合的可能性 通过这样的过程和要求

帮助学生建立起对建筑和相关技术手

段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的较为全面的认

知 , 以形成与后续设计和更高年级的

/ 建筑 -J技 术 0 系列课程学习过程的

自然衔接与过渡

4 .5 /社会与人文 0贯穿设计的全过程

建筑的本质是历史 !社会与义化的

产物 , 物质形态只是其表象 , 故此 /社

会与人文 0作为主轴贯穿于本课题整个

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 要求学生在考察

研究既有建筑的物质形态和技术条件

的基础上了解设计对象的特定地域历

史和社会人文背景, 并重点研究社会人

文环境对建筑形态 !空间及建构技术等

方面的影响 , 做到 /知其然 , 更知其所

以然 0 _通过从技术 !形态到人文关注

的提升进一步培养学生在设计中的社

会人文意识 , 从而在建筑设计观念中建

立建筑与社会文化的有效关联 方案设

计中则要求学生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再

现对象的建筑特色和所处地段 !环境 !

城市的社会文化特色, 用设计的手段创

造性地表达自己对改造对象的历史人

文背景及当代发展的理解和认知 , 从而

培养学生更为全面的建筑观念, 使其对

建筑的理解从单纯的物质技术层面上

升到社会人文的层面 (图6 )

5 课题成果与反馈

/城市既有建筑改造与更新 0 设计

课题通过五年来的建设与教学过程中

的磨合, 现已逐步建立并完善r 良好的

交 互式教学平台, 在多样性的选题策

划 !教学内容组织与教学实践安排等环

节中均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并得到

8.学生的广泛认同 同时, 书卜级课题

教学组形成了具有突出特色的与 /城市

既有建筑改造与更新 0课题相l瓜配的

教学组织及教学法 , 如教师分组团队化

教学 !多课题下的双选模式 !多学科的

并行式教学 !网络互动讨论式平台 !有

效透明的评1冬!机制及成果完善体系等

等 (图7 )

此外 , 本课题作为建筑系二年级

的重点课题 , 所选送的学生作业多次

在全国大学生设计竟赛暨作业评优中

获得优秀作业奖 (图8一9 );课题的教学

策划与红l织教案亦获得一J.201 2年全国

建筑系建筑学优秀教案奖 "与此同时,

在课题组的统一教学与安排下, 学生参

加全国其它;;芍水平大学生设计竞赛也

取得 J产优异的成绩 , 如在20 12 年第气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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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一10: 学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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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杯 0全国大学生设计竞赛中, 重

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学生获得了一等

奖一项 !二等奖二项 !三等奖三项的突

出成绩 (图10 ) , 所获奖项占前三等奖

总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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