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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徽派建筑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独特的构造技艺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园林建筑构造课程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当前课

程培养过程中地域文化较为缺失、教学内容同质化，为此，本研究以安徽农业大学园林专业为例，构建“现状解析-理论融合-创新实践”

的教学改革框架。通过徽派建筑文化元素融入地基与基础、墙体、门窗、楼地层、屋顶等主要章节，采用实地测绘、模型制作、创意设

计等多元化教学实践手段，完成园林建筑构造课程的教学改革。成果可为地域文化传承与专业教育融合提供可复制的模式，可有效提升

学生的地域文化认同与创新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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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域文化体现的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地方特色

的体现 [1]。徽派建筑文化便是地域文化的具体体现之一，不仅是

皖南地区的传统文化象征，更加是中国古建筑的瑰宝。然而，徽

派建筑这一极具特色的传统建筑形式正面临着严峻的文化传承危

机和教育现实困境。随着城市化的加快，越来越多年轻人青睐于

新型专业，传统技艺面临传承断层的危机。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

艺等代表性传承人老龄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传统技艺可能

会缺乏传承者，使得技艺难以延续 [2]。从教育现实困境来看，现

行园林建筑构造课程教材中地域性内容占比严重不足。针对园林

专业，园林建筑构造课程通常使用的建筑类院校或农林院校主编

的规划教材，但这些规划教材以通用的建筑构造知识为主，对于

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元素和构造方式较少体现。尤其是对于地方

高校，在专业的课程教学中无法突出地域文化的优势与特色，不

能对地域文化进行很好的教学与传承。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往往

只是机械地学习通用的建筑构造知识，缺乏创新，难以将地域文

化融入设计中。

将地域文化融入专业教学体系中，不仅响应国家政策号召，

还发扬民族文化精神，更是倡导对学生的创新教育。在政策指导

方面，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加快新农科建设推进高等农林

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弘扬耕读传家优秀传统文化”，“支

持涉农高校依托农业文化遗产地、自然文化遗产地”等 [3]。同时

园林建筑构造偏向工学，“新工科”建设也明确提出要注重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将徽派建筑文化基因植入专业课程，为地域文化

融入专业课程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引。在文化传承方面，现

代园林建筑忽视文化传承问题，导致缺乏特色与内涵。希望通过

本文的探讨，可以将传统徽派建筑技艺或元素融入基础、墙体、

门窗、楼地层、屋顶等建筑的各构造组成中，让传统建筑文化在

未来园林建筑设计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在教育层面，由于各高校

对相同课程的通用教学，学生缺乏对地域文化的深入了解，不利

于培养学生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因此，本文将徽派建

筑文化融入园林建筑构造课程教学，旨在让学生理解徽派建筑文

化内涵，并将其运用到创新设计中，逐步提升学生的专业文化素养。

2 徽派建筑文化的特色与技术
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俗文化让徽派建筑彰显鲜明的地

域文化特色，其超精巧的技艺和设计在建筑各部分中得以体现。

与园林建筑构造课程关系紧密的建筑特色主要有构架形式、马头

墙、门楼、徽州三雕等。

马头墙：徽派建筑外立面的墙头高出于屋顶，轮廓作阶梯状，

是吸引人的马头墙造型。其形式多种多样，有一阶、二阶、三阶、

四阶、五阶之分；造型十分丰富，在每只垛头顶端安装博风板，

其上安装座头，有鹊尾式、印斗式、坐吻式等造型，显示出古代

人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功能呈现多元，能隔断火源，还有防风、

防暑、隔音、防雷、防盗、美观等功能 [4]。

门楼：徽派建筑的正立面门楼也装饰精美，门楣上有双面砖雕，

刻有各种字样，框边以花卉、蝙蝠等为吉祥装饰。门楼形式独特，

门楼顶为挑檐式，构造及筑法与现代房屋的挑檐相似。古代门楼

等级比较讲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人的身份地位。

木构架：徽派建筑木构架常采用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方

式。在建筑的中轴线上，使用抬梁式构架，可使室内空间开阔，

多用于厅堂等重要空间；在山墙部分则采用穿斗式构架，以增强

建筑的稳定性。但是徽派建筑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粉墙黛瓦，

未实地考察过的学生可能误认为是墙承重，因此，有必要对徽派

建筑木构架的构造方式进行解释。

徽州三雕：徽州三雕是指砖雕、石雕、木雕。其中砖雕主要

用于门楼、门罩等部位；石雕常见于牌坊、抱鼓石等，工艺精湛；

木雕多用于室内建筑构件，如梁枋、斗拱、门窗等构件上。

3 课程现状诊断与改革框架
目前，以我校为例，《园林建筑构造》作为园林专业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为后期园林建筑设计和园林规划设计课程打下坚实

的基础。主要授课内容包括绪论、墙体、门窗、变形缝、楼地层、

楼梯、屋顶、屋顶花园、地基与基础等部分。

3.1 传统教学痛点分析

在传统园林建筑构造教学中，课程教材和教学内容往往侧重

于通用性的建筑构造知识，缺乏对徽派建筑文化特色的深入挖掘

与融入。例如，在讲解墙体构造时，仅介绍常规的墙体材料、砌

筑方式等，却很少涉及马头墙这一极具徽派建筑文化特色的墙体

构造形式的讲解。这使得学生对园林建筑构造的理解局限于通用

构造做法，不能很好地理解地域文化对建筑形式与功能的魅力，

缺乏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由于没有将地域文化融入教

学实践中，学生无法从丰富的地域文化宝库中汲取灵感，较难在

设计和实践中进行创新。这将导致学生未来在面对实际园林建筑

设计项目时，无法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地域特色实践相结合，

难以满足现代园林建筑行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

3.2 课程改革理论框架

徽派建筑文化需要融入园林建筑构造课程中，可以从重构课

程内容和强化实践教学两方面进行改革。在课程内容方面，引入

徽派建筑的各类构造实例到课程的各构造组成中。如在讲解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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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形式时，引入徽派建筑独特的木构架体系案例，介绍其抬

梁式与穿斗式结合的巧妙设计以及精美的月梁造型，详细讲解其

构造原理、力学性能以及在徽派建筑空间营造中的作用。在讲解

门窗时，除了介绍门窗按材料和开合类型，还可以介绍徽派建筑

门楼，阐述其作为家族门面所体现的宗法等级观念，以及门楼装

饰图案中蕴含的吉祥寓意与民俗文化，使学生明白建筑构造不仅

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地域文化的物质载体。

在实践教学方面，为了与理论知识的配合，可以让学生在所

在地调查徽派建筑，也可以结合专业实习前往皖南地区进行实地

考察，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我校所在地为合

肥市，市内也有很多徽派建筑文化的元素，如徽园、包公园、徽

州三雕传承艺术馆等，可以让学生课下进行实地考察，让学生亲

身观察、触摸徽派建筑元素在建筑中的应用与构造做法等。此外，

我校园林专业在大一、大二分别前往皖南屏山村、唐模村进行专

业实习，可以结合专业实习进行实地调研，记录古村落中大量的

古建筑数据、拍摄照片、绘制草图，并撰写调研报告，深入了解

徽派建筑构造的实际情况，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4 课程体系重构与改革
原教材内容框架不变，将徽派建筑的技艺特征、蕴含文化、

典型做法等融入原园林建筑构造各主要章节的知识讲解中。

地坪层章节：徽派建筑多建于江南水乡等地质条件较为复杂

的区域，建筑可能需长期经受水的侵蚀，因此要尤为注重地面或

柱础的防水做法。以宏村的承志堂为例，内天井采用大块黟县青

条石铺地，四周留有暗沟，沟上加盖青石板，雨水透过石板缝隙

流入暗沟，流向村外。正堂铺地极为讲究，采用桐油、糯米、石灰、

细沙混合泥铺就，防潮防水、结实平整，历一百多年，完好如初。

柱础采用圆鼓或方形石础，有效避免木柱与地面直接接触，防止

受潮受水的影响。通过讲解此案例，让学生掌握古代地面材料选

择与施工工艺在应对防潮防水环境时的要点。

墙体章节：徽派建筑中的马头墙是极具特色的墙体形式。除

了其具有的防火、防风等功能外，在构造上，马头墙由青砖砌筑

而成，墙面平整光滑。通过对马头墙的构造讲解和文化底蕴，学

生不仅能了解其独特的构造形式，还能深入体会徽派建筑墙体在

功能与艺术上的完美结合。需要注意的是，马头墙并非承重结构，

徽派建筑依靠木构架承担竖向荷载。马头墙独特造型与精美的砖

雕装饰，完美融合了实用与艺术价值，成为徽派建筑的文化符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头墙主要起装饰、防火、防风等作用，多

起分隔空间、围护等作用，并不承担建筑的竖向荷载，属于非承

重墙体。

门窗章节：通常园林建筑构造课程中门窗章节介绍平开木门

的组成与构造、铝合金门窗与塑料门窗等。但徽派建筑门窗构造

精巧，可以融入章节知识的介绍中。如融入徽派建筑门楼的做法，

徽派建筑中，门楼（规模稍小一些的称为门罩）作为房主身份地

位和财力的象征，主要作用是防止雨水顺墙而下溅到门上。将徽

派建筑门楼中的门的部分与平开木门知识相结合，对比徽派建筑

中门的构造特点与普通平开木门的异同。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现

代平开木门设计中借鉴徽派建筑门的元素，如在门框设计中融入

石材装饰线条，在门扇表面雕刻具有传统韵味的图案等，拓展学

生对平开木门设计的思路。

楼板层章节：在一些徽派民居中，楼地层采用木板铺设。楼

板通常选用质地坚硬、纹理美观的木材。在铺设时，木板之间紧

密拼接，并用木楔固定。在楼地层的梁架部分，采用穿斗式构架，

增加了空间的稳固性。例如在绩溪的某些古建筑中，楼地层的梁

枋上还会有简单的木雕装饰，既实用又美观。引导学生思考徽派

建筑楼板层与现代木楼板层的构造区别，从材料选用、构造层次、

连接方式、功能要求等进行诠释，丰富学生对楼板层构造知识体

系认知，使其地域文化与现代建筑楼板构造差异，拓宽专业视野。

屋顶章节：徽派建筑的屋顶多采用硬山顶形式。屋顶的瓦片

选用小青瓦，小青瓦相互叠压，形成鱼鳞状的效果，既排水又美

观。在屋脊部分，常采用砖雕或石雕进行装饰，如在屋脊两端设

置神兽造型，有一定的寓意。以唐模村高阳桥为案例，介绍徽派

建筑屋顶的构造，学生可了解屋顶形式与当地气候、文化的关系，

以及屋顶构造中的防水、排水与装饰技巧。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

徽派建筑屋顶的文化元素与构造智慧融入现代建筑设计，如借鉴

徽派建筑屋顶的小青瓦造型设计现代屋面装饰材料，或参考其木

构架榫卯连接方式改良现代坡屋顶结构节点，培养学生创新设计

思维，提升设计实践能力。

5 教学实践培养与创新
将徽派建筑文化融入园林建筑构造课程的教学实践，通过实

地调研与测绘、模型制作与搭建、创意建筑设计活动举办等实践

教学活动开展，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专业文化素养。

实地调研与测绘：组织学生前往所在地的徽派建筑进行调查，

或利用皖南专业实习进行实地调研与测绘 [5]。学生分组对徽派建

筑进行详细的实地观察，记录建筑的整体布局、构造细节、材料

使用等信息，并对典型园林建筑进行测绘，绘制平、立、剖面图。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亲身感受徽派建筑文化氛围，深入了解徽派

建筑构造在实际建筑中的应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实践操作

能力以及对建筑文化的感知能力。

模型制作与搭建：安排学生进行徽派建筑模型制作实践活动。

学生根据实地调研和课堂所学理论知识，选择典型的徽派建筑构

造组成部分，如马头墙、木构架、屋顶、天井等，利用木材、纸板、

胶等材料制作园林建筑模型。从建筑细节制作过程中，学生可在

实践中加深对徽派建筑文化的理解，并且锻炼了动手能力。在制

作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模型制作中体现徽派建筑文化

特色。

创意建筑设计活动举办：鼓励学生以徽派建筑文化为元素，

对园林建筑进行创新设计。学生可以自由组队参加设计活动，通

过查阅资料、实地调研等方式，提出有文化创新的设计方案。通

过竞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热情，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为徽派建筑文化的融入提供机遇。

6 结论与展望
本教学改革研究通过将徽派建筑文化系统融入园林建筑构造

课程，构建了“文化基因 - 技术参数 - 教学载体”三位一体的教

学模式，预期可取得一定效果。在理论创新，破解传统地域文化

技艺较少融入专业教学的困境；在教学重构，将徽派建筑营造智

慧深度融入课程体系中，实现地域文化与理论知识的有机融合；

在实践成效，形成“通用理论 - 文化融合 - 创新转化”的渐进式

培养路径，提升学生园林建筑设计的能力。未来将重点推进徽派

建筑构造数字化建设与智能教学课程研发，进一步拓展地域文化

传承的数字化路径，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地域性人才培养提供持

续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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