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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层建筑设计 0是重庆大学建

筑城规学院建筑学专业主干课程中的重

要环节 根据学院本科教学框架, 定位

为 /基于建筑技术与城市特性的整体训

练 0的高层建筑设计时于培养学生理解

城市的复杂性 !系统性并提 出解决方案

的能力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教学旨在引导

学生在技术 !规范的限定下注重创新, 并

处理好 /限定与创造 0 ! /技 术与艺术0 !

/个体与城市 0 ! /现实与未来0等多组矛

盾, 为学生专业知识 !设计理念的提升打

下坚实的基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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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建筑设计 0课程设置于建筑学专业本科四年级 上学期 , 作为重庆大学建

筑城规学院 (以下简称为我院 )建筑学专业主干课程中的重要环节, 迄今已开设了

二十余年 犷"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城市化发展进程迅猛的大背景下, 城市密度

与高度在过去三十年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高层建筑在这场宏大的城市发展运动中

由于占地集约 !形态鲜明而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 世界高层建筑建设的重心也

由上世纪60一70年代时的北美逐步转向亚洲.其中热点尤以中国为最 (图l), 而重庆

特殊的地形特征又使得其高层建筑密度位居中国之首"作为教学目标 , 思想的提升

更重于技能的娴熟 , 因此在 /高层建筑设计0课程的教学中. 首先要向学生传递的就

是对这场变革背景下诸多方向与转型的思考"

2000年 , 库哈斯 (R em K ool haas)在普利兹克奖的授奖典礼 上发表演说 , 回顾

了建筑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种种巨变并严辞批判当代建筑的处境 , 以犀利甚至

刺耳的言语警醒人们对这个迅猛变化的时代再度进行审视 , 呼吁建筑学 界回归建

筑的功能 !技术与形式 , 探索环境和谐等基本问题 ) 探寻建筑学本身的深层次问

题 ,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前行方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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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得到全球广泛认可的可持续

发展 观念 始终围绕着 /发展 0与 / 限

制 0这两个看似对立的核心概念l.}"高

层建筑集中大量财力 !物力 !人力而得

以实现 , 不仅在空间 !形态上具有集聚

性 !标志性 , 技术上具有高度复杂性 ,

更在 (广义)环境的层面上对城市产生

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如何谨慎 !理

性 !负责但又不失创意地进行设计?作

为未来的建筑师 , 对这个课题应当有全

面而深刻的理解 "在满足空间 !形态 !

科技 !防灾等基本准则之后, 由于高层

建筑在城市中的重要影响力 , 将可持

续发展观念作为未来践行之路便成为

一种更高层次的目标与准则 "因此 , 引

导学生在 /限制 0中寻求设计 /发展 0

的机遇是 贯穿 整个教学过 程 的思想

主线 "

基于以上认识 , /高层建筑设计 0

的教学被定位为 /基于建筑技术与城

市特性的整体训练0 , 其对于培养学生

理解城市的复杂性 !系统性并提出解

决方案的能力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

计能力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其中四

年级的教学着重引导学生的设计 向城

市层面扩展 !向技术层面深化 , 并关联

性地 (asso"iative)分析和解决设计问

题 (图3 ) , 基本指导原则是 : (l) 整体

性原则:四年级是建筑学专业本科五年

教育 整体框架中的重要环节, 紧密依

托于前三年的基础教育; (2) 关联性原

则:四年级设计教学目标的重点在于强

化学生 /建筑设计的拓展 0能力 , 课程

的贯彻与实施需与其它相关工程学 !

社会学和人文学等的课程教学相配合,

并保持各学科间教学信息的互通; (3)

系统性原则:课程设置围绕总体 目标 ,

系统性地选择设计类型 , 使学生逐步 !

系统 !全面地掌握设计 知识 和提高设

计能力; (4) 多样化原则:课程设计的

选题围绕教学 目标 , 在大类课题的范围

内允许内容的多样化 , 使学生可以根据

各自的兴趣进行个性化的选择 "

2 教学概况

2 ., 体系原则

在我院建筑学本科课程设计体系

中, 三 !四年级共同构成了 /设计拓展

平台 0 (图2 ) , 该阶段设计教学的主要

任务是循序渐进地训练学生 的综合设

2. 2 教学目标

/高层 建筑设 计 0 课程 的设 置目

的是使学生通过课程设计的学习了解

和掌握高层建筑设 计的相关理论和方

法;认识高层建筑和城市空间环境的相

互关系及影响, 了解有关城市建设的相

关规定;提高在建筑设计中综合运用

结构 !设备等相关专业知识的能力, 培

养学生与其它工种配合 的意识 "概括

来说 , 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技术 !规范的

限定下注重创新 , 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l) 巩固和拓展建筑设计的基本

能力

在巩 固学生已经掌握的建筑设计

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 , 课题的设

定进一步增加了建筑的规模 和功能 ,

以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 "设

计中要求学生思考建筑与环境 !建筑与

商业模式 !建筑与技术 !功能与形式等

的相互联系 , 提高其对影响建筑 的环

境 !功能 !文化 !技术 !经济等诸多因

素的综合分析与解答能力 !设计能力以

及思维的多向拓展能力"

(2) 培养理性设计与创意能力

基于从 /建筑 与地 域 !建筑与城

市 !建筑与技术 0三方面提高学生的综

合设计能力的基本教学思路 , /高层建

筑设计 0课程教学中进一步强调了设

计过程 中的逻辑关系和理性进程 , 重

点加强对学生理性分析 !创造性思维 !

内外部空间构思及 图示语言表达 的训

练 , 进一步提高其建筑设计水平"

(3) 强化设计的技术与地域意识 ,

树立理性的设计发展观念

设计中要求学生了解并 基本掌握

特殊建筑和建筑特殊结 构形式的设计

原则和方法 , 训练对建筑各相关专业

的综合协调能力 , 熟练掌握计算机辅

助设计 的方法和技能 , 正确理解建筑

空间形式构成与建筑技术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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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 rse stru ctu re o fthe fo urth y ear

(包括结构技术 !材料技术 !构造技术

等 ) , 了解高层建筑设备知识及建筑设

备空间的设计要求 , 掌握和正确应用高

层建筑防火知识 一此 外设计 中还需要

结合具体地段 !城市背景等发掘建筑在

城市尺度上的特点和潜力, 训练学生对

建筑地域性特质的表达能力

(4 )初 步建 立 整 体 意识 与研 究

意识

设计教学中注意强化学生的整体

环境意识 !提高其对建筑与城市空间

的关系的认识 , 要求其从城市及基地周

边环境的角度出发进行建筑单体 和群

体设计, 掌握从外到内的设计手法 同

时在设计过程中引入对 /设计 0与 /研

究 0的互动关系的介绍 , 鼓励有条件的

学生在完成教学大纲统一要求的基础

上利用 计算机专业软件 !手工模 型等

辅助设 计手段 对建筑设计中的相关专

题 ) 如采光 !流线 !视线分析 !材质

透明度等 ) 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 井

将研究成果表现到设计一成果中

2 .3 教学模式

/高层建筑设计 0课程采用师生双

向选择的方式 , 学生通过网络选课平

台选择候选教师, 再由教师确定学生.

最终按照1名教师指导12一14 名学生的

小组进行教学 近几年来, 为使学生更

好地 适应未来的工作 , 任务 书的选题

难度与建设规模有所提升, 在具体的工

作方式上也由单个学生完成一套完整

图纸变为2人合作的模式 , 由2个学生组

成工作小组有利于展开更复杂的设 计

与研究工作 , 也可以锻炼学生的协作与

沟通能力 "全年级形成2一3个教学组 ,

每组3一5名教师"各教学组可以选择不

同的命题方向, 形成相对集中的教学研

讨团队 教学过 程中根据 每名教师的

专业特长有计划地开设多场相关专业

性讲座 .主要包括以下儿类: (l) 课题

综述 , 介绍高层建筑的发展历程 !定 义

与分类 !与城市空间形象的关系 !设计

基本原则 !前沿案例剖析等; (2) 规范

解读:以国家规范为基础 , 结合课题所

在城市的相关建设规范, 展开对设计

规划布局 !建筑消防 !商业 !办公 !洒

店 !车库设计等相关规范的讲解 , 明晰

在规范制约下设讨一面临的诸 多限制 与

原则; 13) 技 术支撑:围绕高层建筑设

计中面临的新问题 !新内容, 讲解结 构

体系 !地下 车库 !设备用房 !核心筒 !避

难层等与其它多层建筑有较大差 异的

知识内容 , 并由此阐述在技术条件限制

与支撑下的设 计原则; (4) 文化伦理:

引导学生正确而全面地理解高层建筑 ,

不仅将其视为一种建筑类型, 更要阐明

其在文化 !社会 !伦理等多方而的影响

与价值 , 同时客观分析高层建筑在当今

城市建设 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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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所面临的新挑战 (图4 )"

设计过程的第一步是调研分析 "

在这一阶段 , 学生需要分析基地 自然条

件及周边城市现状中空间环境 !交通流

线 !景观视线等影响设计的主要因素,

绘制分析图并进行简要的文字阐述 , 作

为最终设计 图纸成果的部分内容 "同

时学生需要搜集当代中外建筑实例 , 在

课堂上对其展开分析评价, 并由教师引

导指正 "

在设计展开阶段 , 学生需进行基

于调研的基地图形分析 !建筑形体和

功能组合的初步设计并研讨方案的多

样性与可行性;随后在结构可行性的基

础上塑造高层建筑的内部 与外部空间

形态"教学中强调训练学生制作手工形

体模 型, 通过模型直观感受并探讨建

筑的美学要素 !建筑与基地的关系 !建

筑与城市的关联 !建筑的标志性等方面

的内容 "

近几年来 , 数字化设计工具发展

迅速 , 本课程设计中亦深化了学生学习

电脑三维模 型技术和以此为基础进行

建筑内外空间形态的分析研究的内容,

同时注意引导学生对采用新技术模拟

现实的设计手法的重视 (图5) "

3 关键问题

基于高层建筑的特性及时代与地

域背景 , 我院在教学计划制定 !教学步

骤执行 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教学与时代

发展的紧密结合"本课程的设 置围绕

当代高层建筑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展开,

使学生从思想上 !技术上 !方法上得到

了能力的全面提升"

境 !视觉 !交通等的种种影响;另一方

面 , 高层建筑与生俱来的标志性 !统率

性极大地激发着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 , 来 自前沿的各项案例 !竞赛信

息以及不断更新的数字化辅助设计工

具也使得学生的视野与表达技巧不断

提升, 为设计创新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与

支撑 "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全方位地平

衡 /限定 0与 /创造0这一对矛盾 , 在鼓

励学生积极创新 !大胆探索的同时绝不

能忽略来自各项限定因素的影响 , 更应

将限定因素作为激发设计灵感生成的

重要途径 , 以引导优秀设计作业的诞生

(图6一9 ) "

3. , 限定与创造

/限定 0与 /创造 0是 /高层建筑设

计 0教学中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一方

面 , 相对于学生之前完成的课程设计,

在本设计中学生将会遇到前所未有的

来 自于规范 !条例 !结构 !设备 !经济

性等方面的诸多限制 , 以及来自城市环

3. 2 技术与艺术

/技术 0与 /艺术 0这一对矛盾几乎

根植于所有可以被称为 /arehiteoture 0

(建筑 )的建筑物之中, 在高层建筑中

尤为突出"高层建筑的诞生本是技 术

革新与飞跃的产物 , 对其技术问题的钻

研是本设计课程教学中必然包含 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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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矩阵革命 们. - 汗哆 .. ,汕 - ! - . 电. . 一 一 - .习 ,七侧 一 噜矩阵革命 拢市峨心口离. 商粉中心, 叶
翻. 厅坛行二 而 , 日目州.州 . 口 肠 - .

k!k兰!蔑忿\

名一吮

,.J.J.褚p刀鬓一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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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 . . 甲 . . 日. . . . ,

图6 学生作业1( 学生:陈功 !蒋力 指导教师:田琦)

F 一g 石 stu d en ts . d esig n l:b y C h en G o ng , Jia ng L l;

Instrueted by T 一an Q -

学生作业2 (学生:陈功 !蒋力 指导教师:田琦)

F一97 stu de nt! .de sig n Z:b y C he n G o ng , J:a ng L :: In !一ruered by T za n Q -

容 "由于教学时间紧张, 教师讲授的技

术知识控制在高层建筑的基本层面上,

对过于复杂的技术问题则以讲授原则

的方式进行"与此同时 , 高层建筑所呈

现出的艺术性依 然是设计 教学关注的

重点 "

3. 3 个体与城市

在当代 , 高层建筑对城市社会 !经

济与物质环境的影响不断加强 我院课

程设计选址多位于重庆城市中心地带

(选择本城市易于开展调研工作 ) , 结

合城市中心建筑密度高 !用地紧张的现

实 , 课题设 置上有意识地选择较为复

杂的场地情况 , 以此引导学生对城市中

的诸 多复杂 问题的重视 "高层建筑因

其相对体量和高度而对周边城市环境

影响甚大 , 其在成 为城市风景的同时

如何恰当地融人城市空问 , 这是设亡{#中

必须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 也是高层建筑

设 计课程必须传递的 / 以城 ltJ+ 的视角

做建筑0 的理念 这不仅是设i卜中需要

考虑的技术性因素, 更是作为 一名职业

建筑师所应承担的责仟 !

3. 4 现实与未来

高层建筑的诞生 与发展并一1卜一帆

图8 学生作业3 (学生:涂钦 !贾慧泉 指导教师:褚冬竹 )

F19名 students . design 3:by Tu Q ing , Jia Hu盆quan:

In strueted b y C hu D o n gz hu

图9 学生作业4 (学生: 陈德涛 !陈朔等 指导教师:褚冬竹 !

王琦 !黄颖 !陈纲等)
F 19 刃 stu den ts . d eslg n 4 :by C h en D e tao , C h en S h uo .e re :Instru eted by C h u D on g zh 一!

w ang Q i, H uang Y 一ng and C hen G ang , 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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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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