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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合作学习在高校《建筑设计》课程中的应用
——以辽宁工程技术大学为例

何　敏　巩玉发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建筑系，辽宁 阜新 123000）

摘要：本文根据笔者教学实践与问卷调查结果，探讨了合作

学习在《建筑设计》课程中的作用及其设计，认为合作学习比较

适用于以指导为主、讲授为辅的设计类课程，尤其适用于师资力量、

师生比严重不足的普通建筑院校，并且认为合作学习应根据课程

特点设计，有效合作的关键是实现互动，互动的关键是能够“建

设性地解决争论”。

关键词：合作学习作用；合作学习设计；建筑设计课程；普

通建筑院校

迄今为止，合作学习在国外已发展比较成熟，有着坚实的理

论基础与大量实证性研究，“广泛地应用于美国、以色列、新西兰、

瑞典、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英国、德国等国的大中

小学教学”。目前国内主要侧重于国外合作学习的介绍性研究及

合作学习在教学实践上的应用，但基本上着眼于中国的基础教育

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目前，在建筑学领域虽

有个别高校将合作学习用于建筑设计课程，但只是作为教学环节

的一部分。笔者首次将合作学习较全面、系统地应用于建筑设计

课程教学中，以期对合作学习理论在高校的应用研究做一个案补

充，这也正是撰写本文的初衷所在，不正之处敬请指正。

一、合作学习的作用

（一）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

根据问卷调查，《建筑设计》这门课，不管是“我学得不好”

还是“他人学得不好”，高居榜首的原因都有“欠缺执行力”“缺

乏学习积极性”“努力程度不够”这三点（见表 1），归根到底

就是“懒”——学习始终是一种被动的、缺乏内在驱动力的活动。

笔者采用合作学习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从

问卷结果看，学生的执行力、学习积极性确有所提高（见表 1-2，

选取的是笔者教授的班级，同一学期的前后两个设计分别采取独

立性学习与合作学习，以便对比）。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合

作学习模式下，团队内部成员间是“荣辱与共”的关系，每个成

员都要为团队负责，加之长期受“群体主义”文化影响，几乎没

有学生仍能没心没肺地我行我素，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强迫”大

部分学生必须行动起来；二是合作学习中的互动讨论环节使学生

互相都有所启发、有所收获（见表 2），从而感到学习的乐趣而

愿意继续学习。遗憾的是，在笔者的访谈中，第一种情况占多数。

解决学生“学习内在驱动力”的问题很复杂，不是单靠某种教学

手段就能完成的。但不管怎样，合作学习至少能让学生先行动起来。

（二）保证教师指导质量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见表 1），“教师指导质量不高”虽没

高居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榜首，但确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影响

教师指导质量的原因有很多，客观存在的一点就是我校建筑学师

生比不足：每位教师每次课（4 个学时）高质量指导 20 余名学生

的方案，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建筑设计课的指导不能只对最

终结果进行指导，重点在于设计过程中的指导，以便及时发现并

纠正学生所反映出的设计思想与设计方法问题，因此每次课都需

要进行不同内容的指导。根据笔者的实践以及对本系其他教师的

访谈，课堂指导一般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教师将指导时间平

均分配，每人能有不到 10 分钟。因为时间太短，学生和教师交流

不充分，教师的指导往往流于形式，且每次课后教师不仅感到筋

疲力尽，教学效果也不尽人意：“好学生”觉得教师的指导不解渴，

“差学生”多半把指导当耳边风。二是，教师将指导时间差异化

分配，“好学生”分配多些，“差学生”分配少些甚至没有指导，

但这不符合“因材施教”的实质内涵：因人而异，可以是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上的“异”，但不应是指导程度上的“异”，相反，越

是所谓的“差学生”越应给予更多关注。三是，教师干脆不主动

指导，谁有问题谁就问，其结果是大部分学生秉持“你不动，我

不动”的原则，学习变成了少数几个人的事！这既是我校建筑学

设计课程教学上的尴尬现状，也是其问题所在：教师数量严重不足，

教师面对超出自身体力范围之外的指导感到“进退为难”。

合作学习恰好能解决上述“尴尬”。合作学习中，每个团队

共同完成一个方案，教师的指导数量大为减少，有充足的时间参

与团队的讨论。在与团队的交流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

而是与学生一起成为知识的“建构者”，教师与学生处于一种完

全平等的关系。在这种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相互切磋”的

氛围中，“好学生”的求知欲得到充分满足，“差学生”也因为

处于一个团队中或者被“强迫”或者被“感染”而参与进来。据

笔者访谈，参与合作学习的学生有一多半认为“合作学习模式下，

老师指导质量提高了，指导得更深入了”是合作学习比独立学习

更能提高学习效果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可见，在普通建筑院校师

生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采用合作学习模式，也不失为提高教师

设计课指导质量的一个方法。

以上两点，是笔者采用合作学习的出发点。实际合作学习在

提高学生合作技能、发展学生创造性思维方面也有帮助。合作学

习模式与建筑设计公司中的各项目团队共同完成一个项目的工作

模式没有本质不同。从这个角度说，合作学习是让学生提前适应

团队工作，通过合作中的摩擦、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提高

与人沟通相处的能力（见表 2），以更好适应职业需求。在摩擦、

争论中还可能带来思想上的碰撞，从而为创造力的产生带来可能

（见表 2）。

表 1 我校建筑学 18 级 -15 级建筑设计课影响学习效果原因调查

问题：《建筑设计》这门课程，我学得不好的原因可能有（可多选） 问题：《建筑设计》这门课程，他人学得不好的原因可能有（可多选）

选项按比例从高到低排序 比例 选项按比例从高到低排序 比例

1、欠缺执行力 53.91% 1、缺乏学习积极性 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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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方案推理能力 43.21% 2、欠缺执行力 38.68%

3、努力程度不够 37.04% 3、努力程度不够 35.39%

4、缺乏学习积极性 36.62% 4、专业发展目标不明确 34.57%

5、教师指导质量不高 30.45% 5、缺乏方案推理能力 31.28%

6、专业发展目标不明确 29.63% 6、教师指导质量不高 19.34%

7、美术功底差 23.45% 7、学习能力不强 18.52%

8、软件使用不熟练 13.17% 8、软件使用不熟练 16.46%

9、学习能力不强 12.76% 9、美术功底差 13.99%

10、其他 12.34% 10、其他 10.29%

表 2 我校建筑学 17-2 班合作学习调查

问题 1：合作学习是否有助于你提高完成课程任务的执行力？

A 较大帮助 64% B 有点帮助 24% C 没有帮助 12%

问题 2：合作学习是否有助于你提高学习该门课程的积极性？

A 较大帮助 48% B 有点帮助 28% C 没有帮助 24%

问题 3：合作学习中，你是否有过与队员互动而被启发的情况？

A 有过 68% B 偶有 12% C 没有 20%

问题 4：通过本次合作学习，你与人沟通相处的能力

A：加强较多 16% B 加强一些 48% C 没有加强 36%

问题 5：合作学习中的“争论”环节是否有助于你提高设计构思能力？

A：较大帮助 52% B 有点帮助 36% C 没有帮助 12%

问题 6：合作学习是否有助于你提高该门课程的学习效果？

A 较大帮助 56% B 有点帮助 24% C 没有帮助 20%

二、合作学习的设计

虽然合作学习有上述如此多的好处，但要发挥其效果、使其

区别于传统的“小组学习”，必须形成真正的“有效合作”才行。

笔者按照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中心约翰逊兄弟的“五要素理论”

进行了设计（见表 3），篇幅有限，不予详述。下面仅据笔者实践，

谈一谈建筑设计课程合作学习设计中特别需要注意的两点。

（一）根据课程特点进行合作设计

首先，在进行团队共同目标设计时，注意目标不能太宏大宽

泛（如“共同完成一个建筑设计方案”），而应结合教学过程将

目标设计得更详细明确。笔者按照“理性设计”的方法，将建筑

设计的教学过程“阶段化”——将大目标分解为若干个更详细明

确的小目标，不仅利于合作学习的展开，也强化了“理性设计”

的方法。当然，设计课题不同，目标的分解也略有不同，本文仅

以三年级的《博物馆建筑设计》为例（见表 3）。

其次，为了避免合作学习中的“搭便车”现象，应结合课程

内容列出与学习目标相对应的任务清单（见表 3）并分配给学生

或让团队自行分配，避免个别学生“无事可做”。

（二）按照一定程序进行课堂讨论

合作学习之所以较独立性学习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根本

原因是其实现了“面对面的促进性互动”，使学生在互帮互助中

主动建构自己的认知，因此，合作学习的关键是实现“互动”，

而互动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能否建设性地解决争论。一般来说，

大学生已具备基本的社交技能，但当讨论互动过程中出现“争论”

时依然手足无措。尤其对于初次进行合作的学生，时常感到无奈、

挫败甚至委屈，致使合作无法继续。

据笔者访谈，讨论无疾而终往往是部分学生过于关注“赢”

或“实现我的想法”。这时教师一定要让学生清醒地认识到：一

个个体之所以被团队需要就在于其能为团队做出贡献，个人想法

有可能为实现共同目标做出贡献，但它不应该是共同目标本身！

讨论更应该关注的是“得出一个尽可能完备的方案”“我在这个

过程中提升了什么”。

其次，部分学生害怕出现所谓的“矛盾”而回避争论也是原

因之一。让学生认识到“争论能带来多元化的信息和观点，能促

进我们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只要‘对事不对人’就应当被鼓励！”

很有必要。

最后，讨论过程若缺乏一定程序，也容易让互动陷入无休止

争论中。因此，对课堂讨论进行程序设计，让学生按步骤进行也

很有必要；第一步，每个成员解释自己现阶段的方案（由于课堂

时间有限，一般规定在课前完成）；第二步，成员投票淘汰方案

直到剩两个为止，投票时需说明理由；第三步，以剩余两个方案

为阵营，团队被分为两方，每一方各自陈述自己方案的不可取之处，

再反过来努力寻找对方方案的可取之处，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学

生学会“充分尊重别人的想法”，认识到“努力从对方的角度考

虑问题也许更利于问题的推进”；最后，将其他方案的可取之处

整合到最后选择的方案上，并进行综合优化后作为下一阶段方案

设计的基础。这个过程不可控的因素较多，需要教师适当干预。

表 1-3 建筑学三年级《博物馆建筑设计》合作学习教学设计

学习目标
课上安排 课下任务

内容 课次 团队任务 个人任务

前期准

备

提 出

问题

学生组建团队；讲解合作学习的意义、特点、

程序、注意事项；讲解合作技巧；讲解“理

性设计的过程”“提出问题的方法”。
第 9 周

周一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讨论任务分配、合

作程序；现场勘踏，共同采集基地及其

周围环境信息；下次课前再次组织会议，

成员讲解、分享各自的学习成果。

解读任务书；环境分析；案

例分析；文献阅读；提出设

计理念。前 4 项每人选一项

来完成；最后一项所有成员

都要完成。

具 体

构思

课堂讨论，各团队选出其中一位成员的设计

理念并对其优化；各团队汇报其设计理念，

并互相评定；讲解“构思的方法”。

第 10 周

周一

下次课前组织会议，成员讲解、分享各

自的设计构思；同时，进行团队自评，

找出影响团队有效合作的因素，调整合

作程序、策略等。

根据设计理念，寻找合适的

表达手段，并绘制意象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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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建

构

体 块

设计

课堂讨论，各团队选出其中一位成员的构思

并对其优化；各团队汇报其设计构思，并互

相评定；讲解“体块设计的要点”。

第 10 周

周五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共同手绘完成场地

的出入口设计；下次课前组织会议，成

员讲解、分享各自的体块设计。

在场地出入口设计的基础上，

用 SU 软件拉出体块模型

功 能

设计

课堂讨论，各团队选出其中一位成员的体块

设计并对其优化；各团队汇报其体块设计，

并互相评定；讲解“功能设计的要点”。

第 11 周

周一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共同手绘完成功能

分区图；下次课前组织会议，成员讲解、

分享各自的房间布局、流线设计。

在体块模型、功能分区图基

础上手绘各层房间布局图、

流线分析图

空 间

设计

课堂讨论，各团队选出其中一位成员的房间

布局图并对其优化，同时对“形”进行相应

调整；各团队汇报其功能设计，并互相评定；

讲解“空间设计的要点”。

第 12 周

周一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讨论各成员选择哪

个空间进行设计；同时，进行团队自评，

进一步审视团队合作效果如何，是否有

需要改进的地方。

完成一个重要空间或某序列

空间的形状、尺度、视线、

光线设计，并用 SU 软件绘制

出模型。

课堂讨论，各团队综合各个成员的空间设计

成果，并平衡其中的矛盾，共同讨论手绘剖

面图。

第 12 周

周五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讨论各成员负责哪

部分内容的空间建模；下次课前组织会

议，将各部分模型组合到一起，同时对

“形”进行相应调整。

按照课堂商议的剖面图，用

SU 软件绘制自己负责部分的

空间模型（绘制出墙、楼板

及洞口）

柱 网

设计

各团队汇报其空间模型，并互相评定；讲解“结

构设计的要点”。 
第 13 周

周一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在空间模型基础上

共同手绘各层平面图；下次课前组织会

议，成员讲解各自的柱网设计。

在平面图基础上，进行柱网

设计。

方案深

化

场 地

设计

课堂讨论，各团队选出其中一位成员的柱网

设计并对其优化；各团队汇报其柱网设计，

并互相评定；讲解“场地设计的要点”。 第 14 周

周一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讨论场地设计的任

务分配；之后成员使用 CAD 软件，按

照道路设计、停车场设计、竖向设计、

景观设计的顺序叠加式完成各自的内

容；下次课前组织会议，成员讲解各自

的设计内容并综合调整场地设计。

道路设计；停车场设计；竖

向 设 计； 景 观 设 计。 使 用

CAD 软件，每人选一项来完

成。

防 火

设计

各团队汇报其场地设计，并互相评定；讲解“防

火设计的内容及要点”。
第 14 周

周五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分配规范阅读任务；

同时，再次进行团队自评，巩固合作默

契。

阅读防火设计相关规范并绘

图总结其可能对防火设计产

生的影响

课堂讨论，团队成员讲解、分享相关规范对

防火设计可能产生的影响，团队商议出防火

设计方案并手绘示意图。

第 15 周

一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分配绘制 CAD 平

面图的任务；下次课前组织会议，将成

员绘制的 CAD 平面图进行合并并综合

调整。

按照课堂商议的防火方案示

意图，用 CAD 绘制自己负责

部分的平面图；

细 部

设计

各团队汇报其防火设计，并互相评定；讲解“细

部设计的内容及要点”。
第 16 周

周一

本次课后立即组织会议，分配细部设计

的任务。 

表皮设计；无障碍设计；特

殊房间设计。使用相关软件，

每人选一项来完成。

课堂讨论，团队成员讲解、分享自己负责部

分的细部设计，团队将各部分设计综合，同

时对“形”进行相应调整。

第 16 周

周五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分配任务；下次课

前组织会议，将与方案相关的成果进行

整理，梳理方案生成的整个过程，并做

好汇报准备。

SU 完善模型细节；CAD 绘制

剖面图；CAD 绘制立面图；

制作方案汇报 PPT。每人选

一项来完成。

方案表达

各团队汇报其方案，并互相评定；讲解“方

案表达的注意要点”
第 17 周

周一

课后立即组织会议，商议方案表达的整

体风格；同时，总结本次合作学习。

在风格统一的前提下，将方

案完整表达，并要体现出自

己特色，区别于其他成员。

三、结语

根据问卷调查及笔者访谈，合作学习对提高建筑设计课的学

习效果确有帮助，还是比较适用于以指导为主、讲授为辅的设计

类课程，尤其对于师资力量、师生比严重不足的普通建筑院校适合，

不失为一个“解燃眉之急”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教

学策略都有其局限性，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合作学习应根据课

程特点设计，教会学生“建设性地解决争论”以实现良性互动对

于形成有效合作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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