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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中的跨界与多元

) 建筑学联合设计教学的启迪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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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以及教育改革不断深

入的背景下, 建筑教育交流越来越频繁,

各种联合教学逐渐趋于常态化 .联合教

学从表象上看是一种 /合与作0的关系,

但本质上却隐含着各种差异, 存在着跨

界思考和多元的思想内涵, 也包含着相

互学习!沟通和协调 联合的目的是发展

和提高, 是让不同的思想和价值理念相

互碰撞 , 让不同的教学方法相互渗透 !不

同的技能手段相互结合 , 并为提高教学

质量 !开发学生智力潜能 !拓宽视野以及

广泛开展教学改革指明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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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教学:价值理念的展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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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 !国内各种类型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门趋频繁.建筑教育

也不例外 作为教学组织的一种手段 , 联合毕业设计教学训:不同的思想和价值理念

相互碰撞 , 不同的教学方法相互渗透 , 不同的技能手段相互结合, 对吸收先进经验 !

扩大视野 !改革创新 !优化教学手段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扩大学院对外影响力有

着极大的益处 因此.建筑设计一联合教学已逐渐成 为}川内建筑学 专业教学过程中的

重要环节和一种常态化的教学模式 !

/联 0是一种关系, 以联 系和联结为目的, 从而获得发展和提高; /合0是一种组

织方式 , 以共同协作 !共存的方式获得和谐和共 .士 联合教学是 一个 平台一 种形

式 , 更是一座桥梁 , 它有助 于相互间取长补短, 促进交流和共同提高, 对当今建筑教

育的改革与创新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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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界与多元的思想内涵

2 .1 跨界

跨界, 在这里是指跨 越地域 !跨越学校 !跨 越文化背景等方面的界线 , 通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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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体验获得广泛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认

知 , 从而提高洞察力 !独立理解能力,

促进个性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交流 "

2 .1., 多维跨界

建筑学世界丰富而多元 , 不同地

域 !不同文化孕育出众多个性鲜明的建

筑类型, 相应地 , 建筑教育也呈现出多

元纷呈的局面) 不同国家 !不同院校

依据各 自的存在背景探索着不同的建

筑教育之路121 "

在教学环境 上 , 每个学校都具有

各自不同的背景和地域 文化 , 在教学组

织和教学方法上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和

优势 跨界教学就是在保持 自我优势

的同时, 跳出自己掌控的有限领域和范

围 , 广泛借鉴 !吸收其他领域和他人的

先进经验 , 充实完善自我 , 从而获得全

新的 !更具包容性的观点和理念 , 同时

建立 良好 的沟通与交往 "这里所指 的

多维跨界不仅仅是地域上 !文化上的跨

界 , 同样涵盖了校际之间的跨界 , 教学

组织 !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跨界 , 以及知

识结构 !技能表达乃至思维模式的跨

界 , 因此具有更广泛的思想内涵和实际

意义 "

2 .1.2 能力培养

跨界教学不是流于形式的活动 ,

而应该是实质上的思想与理念的碰撞 ,

是海纳百川 !求同存异 !共同发展的跨

界 , 也是相互学习 !沟通交流 !超越 自

我的途径"这就需要我们 自己必须具备

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 , 培养沟通

和交流的能力 "

古什诺 (G ,,shner)和布洛南 (Bran-

na n )曾在 5跨 文化教学 :通向全球竞

争力的桥梁 6 (Inter1!;, ltl, ral S tudent

Te ach ing : A B riol罗 to (子loh alC om pete n"#e )

一书中提出跨界文化教学 的五大基本

要素:

(l) 建立全面的观点:必须理解别

人拥有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2 )超越固有文化或民族 的绝对

优越感 (ethllo "!entrisrn ) , 以相对的观

点来看待别的文化:

(3 )以文字 的和非文字的有效交

流来与别的文化建立起沟通;

(4 )获得足够的跨文化的人际交往

能力:

(5) 理解因体验不同文化而产生

的文化调节和文化冲击I3] "

2 .2 多元

2 .2 .1 多元化的教学交流

多元化的特征在联合教学中得到

充分的体现:

( 1) 课题选择的多元化 ) 跨地

域 !跨学校 !跨学科体系的课题 , 体现

出地域 文化 !空间环境特色 !历史保护

更 新 !传统与现代等方面的交织与碰

撞 , 反映出丰富多样的思想内涵"

在选题之前 , 各校教师会坐在一

起共同研讨联合设 计课题的选择方向

(图1) , 落实主办学校;之后由主办方

预先选定2一3个题型 , 再次召集各校进

一步商讨 课题的具体内容和针对性的

目标要求 , 并进行实地现场踏勘 , 了解

题 目设定的特色和难易程度, 结合现代

城市建设热点和关注对象 , 选择其中之

一作为联合设计题目;最后协调各校的

教学安排 , 确定组织方式和具体的时间

计划安排

(2 )教师 !学生的多元化 ) 来自

不同地域 !不同学 校的师生相互交流

和碰撞 .展现各白的教学理念 !方法和

特色 , 增强 了竞争意识 , 激发出学习热

情 , 并有助于发挥主观能动性 , 培养积

极探索的精神-

联合教学的参与者来自不同学校 ,

各自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 , 在教学

方法和手段方面都有其鲜明的个性 和

特色"例如, 一些学校以传授式方法组

织教学活动 , 教师事先将学生分组 , 进

行课题和相关知识的授课 , 制汀详细

的调研大纲和工作计划 , 每位同学都有

明确的分工, 定时汇报;而另一些学校

则以融人式方式组织教学 , 教师直接

参与到学生的分组当中去 , 与同学打成

一片, 共同讨论工作内容 , 制 汀计划安

排 , 并具体落实到每一个环节, 及时发

现问题 , 及时纠正, 以保证教学 汁划的

顺利进行;还有一些学校以启发式手段

组织教学 , 针对研究对象 , 时时提出l司

题 , 有问有答, 让同学反复认真思 考,

仔细分析, 通过大量资料和案例调研寻

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教学相长, 教师与

学生的积极性因此得到极大的发挥 , 教

与学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融合和互动

(3) 教学组织的多元化 ) 以课题

讲座 !混合交叉组合 !分组i寸论 !集体

评图等多种形式组织教学 , 促进交流和

提高

为了更好地发挥联合教学在沟通

与交流方面的优势 , 在教学组织上采取

教师 !学生混合编组 , 尽量避免各校师

生各自为政 !划分小圈子 !刁!团体的现

象 出现 (图2) !首先 , 在调研前期将各

校学生打散 重组 , 共同讨论制定调研

图 , 联合设计教学中教师研讨课题

F 19 .1 tea ehe rs are d lseu sszn g th e toP ie s

图2 联合设计教学中学生分组讨论

F 19 .2 sru de nts are d !seu ssing by g ro l盈P



IS S U E 1 F E B .2 0 13 /IN T E R IO R D E S IG N /30

提纲 , 进行现场调研, 研究课题内容组

织 , 完成调研报告和PP T汇报成果"各

校教师也被分配到每个混合组 , 实行

集体指导 , 使各校的教学经验 !教学特

色 !教学方法有了充分的融合, 沟通和

交流得到具体的体现 , 使师生们受益匪

浅;其次, 在联合教学中安排有各校教

师的专题讲座 "这些讲座不仅针对参与

联合教学的师生 , 而且面向整个学校的

其它师生, 对教学 的交流和互动产生积

极的推动作用;再 次 , 经过教师集体指

导 !学生共 同研讨 完成的设计成果还

要经过各校教 师联合组成的评审小组

进行评图 , 学生的激情发挥 !教师的严

谨评论再次体 现了联合教学交流沟通

的真正价值 , 学生不仅有机会接触到彼

此不同的学习方法 !拓展知识面, 也锻

炼了自我 , 更提高了专业技能和口头表

达能力 "当然 , 从实际情况看 , 教师间

的交流比学生更多"

(4) 课题内容的多元化) 城市 !

空间 !环境 !建筑一体化设计 , 拓展研

究范围 , 体现知识的融合性 "

从题 目设 置 和任 务书要 求上 注

重体现建筑个体与城 市群体的存在关

系, 关注城市现象和城市问题 , 强化从

区域到环境 !从群体到个体 !从整体到

局部的整体认知观念 , 结合专业知识 ,

完成整体区域的城市空间结构策划 !

局部地段的城市设计 以及结合城市设

计的功能布局和形态构成 完成建筑单

体设计, 使建筑个体与城市整体空间环

境保持更有机的联系 "联合教学的任

务书要求研 究整体 区域的空间关联 和

环境特征, 克服以往那种轻整体 !重个

体 , 就建筑谈建筑的狭窄思维 , 培养基

于对整体环境的研究分析和理解所形

成的理性思维和全局观念 , 重视知识

的积累与拓展 !能力与水平的提高"

(5 )思 维模 式的多元化 ) 新思

想 !新理 念 !新技 术 !新方法 的灵活

运用 , 激发创作思维 , 开阔视野, 超越

自我"

在当今信息社会的环境下, 大量新

知识 !新理念 !新技术 !新手段层出不

穷, 联合教学中就涌现出很多不同的思

维理念和方法手段 "

从整个联 合教学的过程来看 , 教

师和学生 的热情极高 , 思维敏捷 !活

跃 , 手段丰富多样 .总是希望以一个崭

新 的设计 理 念来 表达丰富的思想 内

涵 "因此 , 现代城市设计理论 和建筑

设计理论在设计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运

用 , 理论与实践有了密切的结合;数字

化设计 !非线性设计 !计算机软件应用

等新的设计手段 , 展示出丰富多样的表

现形式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投人了

极大的热情和精力, 用心尽责, 不仅学

到了新的知识 !技能和手段 , 开拓了视

野, 同时也展示了自我 !丰富了自我 !超

越了自我

(6 )成果的多元化 ) 方案汇报 !

模型展示 !成果展览 !出版联合设计作

品集 , 展示风采和价值 , 增强自信和自

豪感 "

联合设计 的过程是多元 的, 其成

果展示更是丰富多彩的"终期评 图期

间 , 要求各校将成果打印成统一格式进

行公展 , 一方面是让参加联合设计教学

的师生互相观摩 !学习, 真正起到教学

交流的目的;另一方面是让更多的在校

师生也能有机会参与交流;方案汇报时

同学们精气神十足 , 以多媒体 !P PT !

模型等不同的表达方式展现了丰富的

劳动成果 "每位同学都想用更多的时

间尽善尽美地表达自我 , 看得出来大家

都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由于时间关系

只能给每位同学巧分钟完成汇报, 同学

们总显得有些意犹未尽 , 虽然很辛苦,

但很有成就感 ;模型的展出更是让人

惊叹不已, 手工的 !机制的 !三维打印

的应有俱有, 其精细程度不亚于专业水

平 "联合教学结束后将出版一册联合教

学作品集 , 所有联合教学的设计成果 !

工作过程 !阶段环节 !教学计划组织安

排 !任务书以及各校指导教师和学生的

照片均在作品集中得以体现 , 每位师生

均可以得到一本 , 这对学生也是一种鼓

励 , 是他们在学习阶段价值的体现 "

2 .2 .2 多元化的特色主题

联合教学的模式多种多样 , 有国

际联合教学 !国内院校联合教学 !校

企联合教学 !暑期学校等等 , 目前国内

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学专业联合教学就

是八校联合毕业设计 (清华大学 !同

济大学 !东南大学 !天津大学 !重庆大

学 !浙江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建

工学院 ) , 从200 7年开始至今已举办6

届 , 目前正在准备第7届课题 "每届分

别由一个学校出题 , 各具特 色" /走近

798 ) 北 京79 8厂区北侧地块城市及

建筑改造利用设计0 (清华大学 ) ! /走

进E X P O :城市建筑的更新与再生 )

20 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现代工业博物

馆群设计 0 (同济大学) ! /天津滨海新

区夏季达沃斯永久会址城市设计 0 (天

津大学 ) ! /走出老城南0 (东南大学) !

/走在十八梯 0 (重庆大学) ! /从西湖

到西溪 ) 杭州新西伶印社建筑设计 0

(浙江大学 ), 课题包括城市设计与建

筑设计两部分内容 , 学生从整体区域

研究出发 , 通过现场调研 !问题分析 !

项 目策划 , 提出城市设计的方案 , 并有

选择地完成建筑单体方案设计"

从设计 题 目的设 置不难看出 , 联

合教学设计课题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

设计指向特征 , 均面向目前城市建设的

热点话题 , 而不仪仅是针对建筑设计本

身"各校学生混合分组进行现场调研 ,

关注社会现象 , 发现问题 , 分析产生原

因, 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手段 , 从整

体出发认知城市空间 , 结合历史文脉特

征解决不同地域的城市空间 !环境 !建

筑 !景观的现实问题 , 目标明确 , 特征

十分突出(表 l)"跨 界与多元在全国建

筑学专业联合毕业设计教学中得到 了充

分的体现 "

正是 由于这些多元的交织 , 促进

了知识结构的拓展 , 开发了思维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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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 1联合毕业设计阶段内容及工作安排

Ta b.l eontents ,n diffe rentPhases and seheduleofjointstudio in 20ll

阶段 时间 7作内容 地点 备丫i

预备阶段 2 0 11 0 2 .2 1一2 0 1 1 0 2 .2 6

熟悉任务书要求 , 分析了解地形图现状条件,

收集相关资料 , 制定工作计划 ;划分工作小

组 , 安排工作内容

各自学校

第一阶段 2 0 11.0 2 2 7 一2 0 1 1.0 3.0 5

报到 !现场调研 !相关讲座;各校学生组合分

组 , 讨论制定调研提纲 , 从整体到局部 , 进行

现场调研 , 完成调研报告, 以PP T形式进行成

果汇报 (前期调研成果共享 )

重庆大学

以文字和图示的表达方式 完成场地现状空!)lj

与节点环境等分析图和剖面图 (若 干), 包括

场地区位 !周边 条件 !城市规 划要求 !场地地

形条件 !环境特征 !公共空问特色 !交 i函流线

组织 !景观视线 !建筑形态 -了特 征 !活力源要

素 !行为与活动方式 !生活气息 !街道空问和

节点空间特色等, 特别需要重视山地空间与建

筑的构成以及交通组织方式等

第二阶段 2 0 1 1.0 3 乃6一2 0 1 1 0 4 .15

各校自行安排讲课 !收集整理案例;提出理念

构思;针对十八梯片区整体城市空间与结构

进行策划;选择2一3公顷用地进行具体场地的

空间环境设计和建筑布局以及单体建筑方案

设计

各自学校

1.完成 卜八梯片区整体城市空问 .衬占构策划

及 L作模型门:50 0)

2.完成2一3ll a场 地空问环境 设计和建筑 布局

及 工作模型 (l: 200一l:3()一))

第只阶段 20 1 1.0 4 .16 一2 0 1 1 0 4 .17

2 0 1 1.0 4 .18 一2 0 1 1 0 6 .10

第四阶段

中期评图 !讲座

深人2一3公顷场地的空间环境设计和建筑布

局 , 完善 !深化单体建筑方案设计, 完成建筑

设计成果和模型

中央美院

各自学校 小组及个人成果

2 0 1 1.0 6 .1 1一20 11.0 6 .12 最终评图 !展览及讲座 重庆大学

第五阶段 } 20 11.06.13一20 11.0 9 成果展览及交流 , 出版图书

潜力, 扩大了视野, 展示出多样的方法

手段 !表达与表现 "教师集体研讨课题

设置和选题;师生集体调研, 编制调研

计划 , 现场实地踏勘;团队协同合作 ,

集体研讨建立设计理念;课题讲座与

集体评图相结合, 以及公开的评图, 给

更多师生带来了学术探讨的机会 "学生

们不仅了解了自己, 更看到了外面的世

界 )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外面的世界

很无奈 , 只有团结协作 , 突破自我 , 才

能开发更大的潜能 (图3一4 ) "

会了沟通交流 , 学会了寻找方法 !建立

理念 , 学会了展示与表达 , 发挥所长 ,

相互学习 !取长补短"就八校建筑学联

合毕业设计教学而言, 无论是在交流中

的选择研讨课题 !调研 !讨论 !教学组

织 , 还是成果答辩和作品展示 , 师生们

都取得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 各个学校

不同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组织方式得以

展现 , 也看到了各 个学校学生思维敏

捷 !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 "

然而 , 一切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 ,

只有一分为二 地去看待 , 才能客观地

分析其中有利的一面 , 真实地面对另一

面 "联合教学中难免有些缺失或遗憾 ,

而缺失什么 , 应该怎样弥补就是我们需

要深人思考 !认真总结的地方"及时发

现问题 , 并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

才能继续进步"我们从历届联合教学中

总结问题如下:

图3 联合设计教学成果交流展开幕式

F ig 3 o P en ing e ere m o ny o f tcach 一n g aeh 一ev em e nts

ex h lb ltlo n of jo int stu d 一"

3 行进中的反思

联合教学是不同学校之间的碰撞

和交流 , 是老师的碰撞和交流 , 是学生

的碰撞和交流 , 是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

是方法的碰撞和交流, 是梦想的绽放 "

联合教学让我们学会了思考 !总结 , 学

图4 联合设计评图现场
F 19 .4 五n alp re senta tloll of arell一teeture jotn t sttzd 一"



IS S U E 1 F E B .ZO13 llNT E R IO R D E S IG N 132

其一 , 联合教学中各校共同集中的

固定时间难以保证 "联合教学必须提

供教师与教师 !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

生密切接触的时间和空间, 而总结以往

联 合教学经验不难发现 , 教 师之间的

交流远比学生之间的交流多, 师生交流

互动也丰富多样 , 而学生往往形成各自

学校抱团的自我内部交流"针对这种情

况 , 可以将各校教师及学生混合编组 ,

进一步增进学生之间交流与沟通的机

会 , 但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 , 由于各

校教学安排的时间并不统一, 相互间往

来交通 !住宿费用较大 , 很难做到将整

个过程的集中时 间固定下来 "尽管如

此 , 在八校联合毕业设计中我们还是尽

力安排 了一个星期的集 中时间共 同调

研 !讨论分析 , 将各校学生混合分组 ,

共同完成前期调研报告成果的制作和

汇报 , 并整理出联合设计教学前期工

作的共享文件 , 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

的经验

其二 , 影响力不够广, 扩大交流的

意识淡薄"联合教学需要积极的参与,

不仅是联合小组的直接 参与 , 还应扩

展到整个年级 !整个学校 , 让广大师生

都能积极参与到联合教学过程中去, 听

到 !看到联合教学的成果交流和展示 ,

感受联合教学的学习氛围 "以往的联合

教学情况却不尽然 , 未参与的学生很少

加以关注 , 似乎与己毫不相 干, 这也许

跟各校宣传不到位有关;而参加联合教

学的学生 , 往往因需要赶制汇报文件 ,

或是其它各种原因, 有时要等到临近自

己组汇报时才来到现场, 甚至出现了一

旦汇报结束就集体离开的现象 "如何

更好地组织 交流呢? 一是动员其它设

计组参与旁听 !学习, 吸收好的设计理

念 !思维方法和表达技能;二是小组汇

报答辩顺序的精心安排 "对于这一点 ,

东南大学龚恺教授有着极其丰富的经

验,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 l) 各学校小组汇报答辩时间不

宜集中分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 避免一

个学校整体到场 !整体退场 , 这样不利

于各校之间的交流;

(2 )教师评论和总结时应根据现

场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 让各组学生先汇

报 , 然后集中讲评 , 这样可以有效地保

证学生整体参与全过程的时间;

(3) 各校教师分散到各个会场, 了

解不同学校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进行毕

业设讨一成果评讲, 体现联合教学交流的

多元性参与

其三 , 理想和现实存在差距 "联合

教学过程中, 针对教学的相关讲座十分

必要 "在八校联合毕业设计的终期成

果汇报评图时, 我们特别邀请了天华建

筑公司的聂欣总建筑师作了一个讲座 ,

就是想让教学的理念能够融合社会的

意识 并产生直接的对应关 系 , 使毕业

设计更有价值 , 但这两者间始终存在着

不小的差距 正如北京建工学院的张

路峰老师所言, 通过一次次的联合教

学活动 , 越来越觉得我们的建筑教育

似乎出了新问题:学生和老师们越来越

喜欢抽象的东西 , 越来越不能面对真实

的问题 , 方案做得像解数学题 , 分析推

理似乎很逻辑 , 但最后的设计没法看 ,

特别是技术性图纸 , 基本的平 !立 !剖

面图 , 到处都是硬伤, 根本不像毕业设

计, 倒像是概念设计竞赛 "面对这样的

问题 , 我们不仅需要校际之间的教学

交流 , 同时也需要校企之间的联合, 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与社会相结合 , 将

理想与现实有机融合, 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 "聂欣的讲座很实在 , 他剖析了城市

开发与市场运作的关系 , 让学生了解理

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和经济意识 , 经济

决定建筑 , 设计创造价值 , 建筑不是玩

出来的, 建筑是实实在在的本体 "学生

们通过这样的讲座 , 才能学习到面对

现实的方法"

其四 , 设 计成果出版的标志性与

延续性不足 "我们本想将设计成果制

作成为一个以 /走 0字开头且具明显特

征的系列丛书 , 但由于工作联系不够严

谨 , 时间紧张 , 讨论交流不够完善 , 导

致每一期作品集风格各异 , 未达到完

整的系列特征要求 , 这实在有些遗憾 "

这一点应该在今后的前期策划中加以

重视并作出整体的安排 ,

我们需要反思 , 反思存 在的问题

和缺失的东西;我们需要总结 , 总结成

功的经验;我们需要探索 , 寻找解决问

题的途径 , 探索建筑教学的改革之路 ;

我们更需要提高 , 提高整体认知的意

识和素质, 从而提高联合教学的水平和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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