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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艺术公选课的研究背景和面临问题
1.1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艺术逐渐

成为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我国建筑水平的提高，
国家加大对建筑艺术人才的培养为社会发展储备人才，体现在教
育中，就是对学生进行建筑艺术素养的培养以及促进学生建筑艺
术欣赏能力的提高等方面。笔者仅就课堂教学层面，以建筑艺术
公选课为例，重点探讨教学的方法与策略。

1.2当前面临的困难
主要问题表现为：教师和学生对建筑艺术的分析角度不同，

形成认知差异，导致理解和沟通困难。
2　文化系统中建筑艺术的相关概念
2.1建筑艺术教育
建筑艺术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个门类、一个分支，是一门

应用性很强的教育学科。它涉及的学科广泛，除了主要依靠建筑
学、美学、艺术学、教育学作为支撑外，还必学借助哲学、社会
学、心理学、伦理学、数学以及材料学的帮助。

2.2建筑艺术教育的性质与原则
建筑艺术教育属于教育学科但又不同于一般教育，属于艺

术教育但又不同于其他艺术教育。因而它的性质和原则也有其独
特性。

2.2.1建筑艺术教育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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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属于素质教育，是艺术教育的一部分，面向全体学生；
它以审美为核心的教育，让全体学生得到建筑艺术美的陶冶，提
高审美素质。

2.2.2建筑艺术教育的原则
（1）情景创设性原则。创造适于教育功能发挥的环境、氛

围，使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第得到情感陶冶和知识积累。类
似于宗教氛围对信徒的感染，如哥特式建筑内外形式结构、彩色
玻璃、基督传说的油画、唱诗班的歌声···氛围感拉满，让信
徒们得到灵魂的寄托，感觉与上帝同在。

图1：  哥特式建筑内部（图片来源：网络）

（2 ）建筑艺术作品的感染性原则。建筑艺术教育不是说
教，而是依靠学习者的情感介入，与作品共情。就像康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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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艺术不是靠理论说明，而是靠范本发挥作用。如贝聿铭的
苏州博物馆，白墙青瓦、古朴雅致的水墨画的意境美，人们被这
寓于其中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打动[1]。

图2：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图片来源：网络）

（3）教师与学生的平等性交流原则。在建筑艺术教育中，
教师与学生平等对话、互相激发，在感受的碰撞中、在观点的
冲突中、在信息的交流中，自然而然地引之以兴、导之以行。

2.3建筑艺术的基本特征与基本语汇
2.3.1建筑艺术的基本特征

（1 ）地域性特征。可以从东西方根本性的差异看出，如
西方以石为基本材料，风格坚实、封闭，东方是木构建筑体
系，风格轻巧开敞。如北京合院住宅平和协调、尺度可亲，江
浙一带则宅墙高筑、粉黛瓦墙、一派清秀。

图 3、图4：  北京四合院和江浙建筑（图片来源：网络）

（2 ）时代性特征。如：我们看到古埃及的金字塔建筑，
就会联想到古埃及“法老”神权的统治时代。

（3）象征性特征。通过隐喻的方式，如法国建筑师勒·
柯布西耶设计的法国朗香教堂和丹麦建筑师伍重设计的悉尼歌
剧院。

（4）个性化特征。正如美国著名建筑师路易斯·康所说：
“每个人的梦都是独特的。”比如扎哈的设计，就很有自己独
特的特色。

2.3.2建筑艺术的基本语汇
（1 ）空间。建筑空间是建筑艺术的载体。
（2 ）色彩。材料的自然本色和人工的复合色彩。
（3）光影。常常通过采光窗口的处理得到。如1989 年日

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光之教堂”。

图5：   1989年安藤忠雄设计的光之教堂（图片来源：网络）

2.4建筑空间的形态与形式美的规律
2.4.1建筑空间的形态

（1 ）“流动空间”。这里不仅指空气和阳光的沟通，还

包括视觉上的沟通。如1929 年德国建筑大师密斯设计的巴塞罗
那博览会德国馆的空间设计采用了虚实相间，先抑后扬，转折
连贯，一气呵成等艺术手法，整个建筑空间充分流动。

（2 ）“共享空间”。一般出现在规模大的商场，人们常
说的中庭就是共享空间。如赖特设计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它的内部展厅是一个圆形的陀螺状的空间，上大下小，极富动
态，一层层盘旋而上的展廊围绕着一个抛物面的“共享空
间”。这种动线让人可以很舒服地走着，而不用急于从一个封
闭的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

图6、图7：   赖特设计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建筑和室内

（图片来源：网络）

（3 ）“灰空间”。由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提出，是指建
筑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过渡空间，以达到室内外融和的目的，
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他设计的福冈银行总部大楼，利用切削
的手法，用日本传统门的意向，创造了一个介于室内与室外空
间、公共与私有空间之间的过渡空间[2 ]。

图8：    黑川纪章设计的日本福冈银行总部大楼（图片来源：网络）

2.4.2建筑艺术形式美的规律
勒·柯布西耶说：“优美的形象，形体的变化，几何规

律的一致，达到了能给人以协调的深刻感受，这就是建筑艺术。”
（1 ）比例与尺度。空间的尺度与比例的关系，如一个房

间的高度与宽度，比例良好，给人以舒适感，比例不好，则令人
感到压抑。如北京国家大剧院巨大的外壳，由于屋面表层的精致，
使人们理解它，接受它，加上入口处有接近人的尺度处理，使整
个建筑产生了美好的比例和尺度。（2）轴线与均衡。北京故宫
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轴线最多，气势最恢宏的建筑群，给
人以对称下的均衡感。（3）变化与韵律。美国建筑师盖里设计
的迪斯尼音乐厅，有着花开般韵律的自由形态，给人以无限美好
的浪漫风采，是当代各种曲线形建筑和变异软体建筑的源头。

（4）多样与统一。故宫的建筑群是一个完美的主从分明，而又协调
统一的伟大艺术作品。中轴线上主体部分三大殿高昂突出，空间宽
大，两侧东西路空间密集处于从属地位，而紫禁城四角角楼和各主
要门楼既有守卫功能，又起到与主体呼应的艺术效果。

3　建筑艺术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价值
3.1我国传统建筑艺术教育理念概述
3.1.1我国传统建筑艺术教育理念
以建筑艺术的审美特征教育为主，教师通过各种教学方法让

学生体会到建筑艺术审美的诸多特征。在教师教学的过程中，
首先注重对建筑艺术的实用性与审美的有机结合方式；其次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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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空间与实体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第三，重视建筑主题表达
的重大性和正面性的表现方式；第四，注重建筑文化内容的抽
象性与象征性，建筑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进行知识性讲解[3]。

3.1.2我国传统建筑艺术教育的方法特征
传统建筑艺术在教学时的方法特征主要有三点：首先，重

视教师的教学主导性，以教师为主导的单向教学为主要教学模
式；其次，对教师经验过于依赖；第三，过分偏重建筑设计
技能的训练。

3.2我国现代建筑艺术教育理念概述
3.2.1我国现代建筑艺术教育理念
现代建筑艺术教育理念起源于包豪斯建筑教育理念，以在教

学理念上崇尚师生之间的自由平等关系为核心，给予学生最大的
自由和平等，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的形
成与发展。同时强调要将教学和生产实践充分结合，提倡学生在
熟悉实践生产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3.2.2我国现代建筑艺术教育的方法特征
（1）现代建筑艺术教育高度重视信息化技术的运用。采

用计算机建模技术，从多个角度对建筑进行展示，增加学生的
直观经验，从而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提高。（2）重视实
际动手能力和理论教育相结合。通过授课、讨论、创作和评价等
多种方式培养学生的建筑美感、建筑分析、建筑构思、建筑创作
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再进行动手制作模型，将理论知识转化为
实践经验，使知识加以应用[4]。（3）注重案例分析。通过教
师引导学生讨论，帮助学生客观地分析案例中的建筑艺术，通
过做出不同的结论和推测，启发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

3.3建筑艺术在高校公选课中的教育价值
对国内外经典建筑的赏析，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提升

建筑艺术底蕴。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对发展和繁荣
中华文明担负着重要责任。建筑艺术公选课对他们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了解中国建筑艺术风格，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具有重
要的教育价值。

4　建筑艺术公选课的教学设计
4.1教学内容
4.1.1中国建筑艺术历史背景作为教学的内容
中国建筑艺术源远流长。中国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先生说：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最古老、最长寿的。我们的建筑也同样是
最古老、最长寿的”。

4.1.2中国建筑艺术特点作为教学内容
中国建筑以梁柱结合和木构框架为主结构体系，温和、实

用、平易、轻捷。在建筑所采用的图纹方面，具有中国独特
艺术色彩的龙、凤、貔貅等；在建筑颜色方面，金色、紫色、
红色、黄色；在建筑布局方面，以几何对称和蓬勃大气为主要
特征、以环境尤其是山水特征为设计基础。不同的图文、颜
色、布局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寓意。

4.1.3西方建筑艺术历史背景作为教学内容
西方建筑突出以石为主体的特征，采用冷而硬、厚而沉、

庞而大的石块和石柱，追求一种高大、壮丽、神秘、威严和震慑
效果。对西方建筑艺术进行分类，一般按照时间可以划分成古
代建筑艺术和现代建筑艺术。其中，古代流派按地域进行划分
可分为古希腊式、古罗马式、拜占庭式、罗曼式、哥特式、巴洛
克式。现代建筑艺术的流派一般包括折衷主义、功能主义、现代
主义[ 5 ]。

4.1.4西方建筑艺术特点作为教学内容
在西方世界里比较有活力的建筑艺术流派有：古希腊式、

巴洛克式、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即功能是建筑设计的主要考

虑因素，简约式设计是现代建筑的常见方式；古希腊式，具有
浓厚的历史气息，台柱、大理石雕塑、墙面装饰都很有特点；
巴洛克式，带有享乐、奢华、新奇的风格特征。

4.2教学目标
4.2.1了解建筑艺术的发展
公选课上建筑艺术的教学目标中，要求掌握建筑艺术的发展

知识。具体要求如下：（1）了解西方主要建筑艺术流派的产生、
发展以及主要代表建筑物。这一目标包括：了解西方古代建筑艺
术的主要流派，包括：古希腊式、古罗马式、拜占庭式、罗曼式、
哥特式、巴洛克式的起源、特征、演化以及缺点；了解西方现代
建筑艺术的主要主义，包括：折衷主义、功能主义、现代主义的
理念、理念产生背景、争议以及发展趋向。（2）了解中国建筑
艺术的产生、发展及主要的代表建筑物。了解中国古建筑艺术的
产生、艺术风格的变化以及消落的原因；了解中国现代建筑艺术
的产生、发展及趋向。（3）能够根据建筑艺术历史知识判断建
筑物所属的时期。

4.2.2掌握建筑艺术的特点
一是掌握西方建筑艺术流派的基本知识。指出西方建筑物的

建筑艺术特征；能够根据西方建筑的艺术特征指出其所属的流派。
二是掌握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基本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建筑的建
筑艺术特征；能够指出中国现代建筑的建筑艺术特征。三是能够
指出现代建筑的艺术特点。能够指出一个现代建筑所属的流派；
能够分析出一个现代主义建筑的建筑装饰元素[6]。

4.2.3学会用多种角度评价建筑艺术
掌握评价建筑艺术的基本知识；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对建筑艺

术进行评价。从功能的角度对建筑艺术进行评价；从学派的角度
对建筑艺术进行评价；从环境与建筑物和谐的角度对建筑艺术进
行评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建筑艺术进行评价。

5　结语
高校公共选修课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例如教师及学生均来自

不同学科，学生多、课时少、没教材，课程均安排在晚上等
等。同时，不同学生在不同方面对建筑艺术知识的需求差异也
很大，教师也很难在有限的条件下全部满足学生的需求。这就
需要建筑艺术公选课教师对建筑艺术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因材
施教，为学生提供知识框架和学习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去学习
建筑艺术知识。而且要以学生为主，师生互动，增进交流和学
习，培养学生的建筑艺术学习兴趣，增加学生的建筑艺术知
识，提高学生建筑艺术作品鉴赏力和审美水平。

本研究对建筑艺术的中西方相关理论、教学内容、教学目
标、教学方法进行总结，不仅为高校建筑艺术教师提供了支
持，而且也为对建筑艺术感兴趣的大学生提供了系统学习建筑艺
术知识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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