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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建筑设计类课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技艺方

面的探索--以广东地区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为例 
尹庆  聂毅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25） 

摘要：在我国高校教学工作中，建筑设计类课程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目前我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发
展中，强调要树立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国灿烂传统文化。对此，高校各个专业的教学工作中，都提出通
过课程教学活动，实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发扬，让新时代的学生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与技艺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价值，
进而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自豪感。本次研究中，将深入建筑设计类课程的教学实际，研究分析建筑设计类课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技艺方面开展的各项具体工作，并深入探讨如何在现阶段的建筑设计类课程中，进一步开展传统文化相关的教学活动，更好
地在教学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传承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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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 5000 年灿烂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代又一代的

先人为我们留下了数不尽的文化瑰宝。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的高速

发展，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传承，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一个

民族，如果忘记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那么这个民族在未来的发

展中，就将会成为其他民族的附庸，失去了继续向前发展的生机。

对此，在新时期的教育工作中，重点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日常

教学的深层次融合，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宣传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再度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 

1.当前我国建筑设计课程发展的实际情况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建筑行业发展也走上了快

车道，出现了大量的建筑工程单位，并且这些建筑单位的人员、规

模以及经营范围等都在不断的拓展。但是，我国各地区的建筑都与

国外的现代建筑高度类似，没有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

这对于我国建筑设计课程教学的开展构成了一定的影响[1]。我国各

地区建筑与国外建筑的同质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高校建筑设

计专业教育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在建筑设计类课

程的实际教学工作中，很多教师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介绍都极

为笼统，在教学中没有充分应用我国传统建筑的实例，对于我国传

统建筑背后的人文价值、哲学性以及实用性也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

分析，这就使得很多学生没能够认识到在现代建筑行业发展中本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在高校建筑设计专业的教学中，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

与推广，高校建筑设计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要对现有的教学工作内

容进行调整，以适应全新的教学工作需要[2]。 

2.当前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在传承中华文化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过程中，在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技艺的宣传普及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本次研究中，将使用广

东地区传统村落和历史建筑教学作为研究实例。广东地区的建筑群

是我国中古文化，也就是唐宋时期文化的重要遗存，是当前建筑设

计类课程中传统文化教学的重要教学内容。通过对这一教学内容的

研究，有助于发现当前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在宣传普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3]。 

2.1 国外建筑文化的冲击 

目前建筑设计类专业的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缺

少足够的兴趣，这一点从当前建筑设计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能够明

显的发现。部分高校在使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教学时，学生并没有

表现出积极的学习态度。在建筑设计专业的教学中，所在地的传统

建筑文化的教学内容是宣传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推手。但是，在实

际的学习过程中，很多学生都下意识的将我国传统建筑与国外的建

筑进行对比，而且学生普遍对这些优秀的传统建筑抱以忽视的态

度，主观上认为这些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进而

不愿意积极的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5]。在本次研究中发现，这种

现象并不是个例，以此就能发现，国外建筑文化对于我国建筑文化

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很多学生受到国外建筑文化的影响，使得我国

传统建筑文化在高校教学中的传承难以顺利的开展。 

2.2 传统文化与日常教学没有充分的融合 

在建筑设计类专业教学中，包含建筑初步设计、建筑制图、建

筑材料与构造、中外建筑史等专业基础课程，而在之后的学习中，

学生还会接触到公共建筑设计、居住建筑设计、场地设计、高层建

筑设计等一系列专业核心课程，这些课程中，均有能够融入优秀传

统建筑文化的教学重点[6-7]。但是，目前的建筑设计类教学中，没有

充分将传统建筑文化与日常课程教学进行深入的融合，例如，关于

广东地区村落与历史建筑知识，很多时候只是作为拓展性教学内容

出现在教学中，对于广东地区建筑的空间形态分布、建造工艺、以

及这些建筑背后所反映出的文化历史价值，在具体的教学中很少涉

及。 

3.优化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中传承中华文化的对策建议 

针对当前建筑设计专业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一系

列问题，本次研究中通过对现有问题的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

议： 

3.1 在教学过程中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史的结晶，在当代

社会发展中依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想要真正在高校建筑设计类

专业教学中真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需要对当前的教学

方式加以一定的调整与创新[8]。以往在建筑设计类专业教学中，围

绕着西方建筑文化相关的教学内容，往往是从建筑方法、设计理念、

材料应用、以及建筑文化价值等方面同步入手，在这种完善的教学

体系下，学生对于西方建筑文化有充分的认知就是一种必然，而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教学中，对于广东地区建筑的特色，

只是在文化价值以及具体建造方面的知识略有提及，学生无法学到

深层次的知识。这就使得通过建筑设计类课程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成为水中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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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有针对性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技艺传承融入到建筑设计类课程的教学中。以广东地区村落与

历史建筑为例，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带领学生“走出去”，可

以组织学生们前往广东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或历史建筑，

进行实地考察，并深入体验当地的生产生活，从而在思想上讲这些

建筑与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当地社会发展的角

度，去感悟这些建筑中存在的巨大文化价值。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

学生们能够发现，广东地区的历史建筑中，在平面结构上，多呈现

“三边过”的平面结构。所谓“三边过”结构，就是指一户中共分

为三个空间，其中的正间以厅堂为主,从临街门廊——门官厅——轿

厅——正厅(神厅)——头房(上有神楼祀天神及祖先)——二厅(饭厅)

——尾房,形成一条纵深很长的中轴线。而在这条中轴线的两侧以及

后部，再设置一些实用性的功能区间。此外，广东地区的历史建筑，

在外观形态上更加接近隋唐时期的建筑样式，青砖青瓦，造型古朴，

与北方地区常见的明清风格建筑有着一定的差异。通过对广东地区

历史建筑的直接观察，能够让学生更为直观的感受到中华建筑文化

历经千年岁月的演变，从而增强学生对于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传承的

信念。 

3.2 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于我国优秀传统建筑文化特色的认识 

以往建筑设计类课程之所以难以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建筑文

化的传承，主要的原因在于以往的课程中，没有就我国传统建筑文

化的特点进行深入的剖析，使得学生没有形成传承传统的意识。为

了能够通过建筑设计类课程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

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加强学生对于我国优秀传统建筑文化的

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走到中华优秀传统建筑文化的有效传

承[9]。首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

建筑中蕴含的巨大的人文价值。建筑是一种人造物，在建筑建造的

过程中，人的思想会逐渐融入其中，因此，建筑就成为世界上各种

文化在物质世界的具体反映，而想要充分体现建筑本身的特色，就

需要对其背后的人文价值进行充分的发掘。其次，就是在实际的教

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对于我国传统建筑中所蕴含的哲学理念有充分

的认知。孔、孟、老、庄等名流大家，对天、地、人的存在的思索

等等，都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要领，我国建筑中“天人合一”的传统

哲学思想也展示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在此基础上，在教学

过程中，还要让学生进一步认识我国传统建筑所具备的强大的实用

性，以此形成对于建筑特色的全面认识。我国广东地区传统村落与

历史建筑中充分体现了以上特点。在建筑色彩方面，广东地区的传

统建筑大多使用灰色系，而在建筑形制上，没有过分追求建筑的高

度，在视觉上给人以沉稳大气的感觉，反映出中华民族沉稳内敛的

性格。除此之外，广东地区传统民居一般都设有多个开间，多个开

间的设置有利于整个空间的通风防潮，体现出广东地区传统建筑的

实用性。以上的内容，在建筑设计类课程教学中，要作为重点教学

内容面向学生进行讲授，以让学生对于广东地区传统建筑形成全面

的认知，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筑设计类课程中的传承。 

3.3 充分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要点 

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历经千年岁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

就，而在建筑设计类课程中，要想实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建筑文化

的充分传承，就要在教学过程中牢牢把握住传统建筑文化传承的要

点。首先是建筑精神的传承。例如广东地区的历史建筑，不仅表现

出广东地区人们沉稳内敛的性格，而且从这些建筑中，能够明显感

受到隋唐时期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这些内容就是中华传统建筑文

化传承中的一大要点。其次就是建筑技术的继承与发扬。广东地区

的历史建筑中，极少见到泥土等粘合物的使用，墙体部分多是采用

堆砌的工艺，而一些精细的结构施工中，则大量使用了榫卯工艺，

以及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灰雕、锅耳墙、蚝壳墙等传统民居特色技

艺。这些建筑技艺，是我国建筑发展中的至宝，即使在现代建筑行

业中，这些传统建筑技艺依然有着巨大的拒用价值。这些建筑技艺

在教学过程中也要重点提及，除深入的讲授之外，教师更可以组织

学生认真学习研究，并对这些技艺进行等比例的复原，真正实现对

于这些建筑技艺的传承[10]。 

结束语：就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建筑行业中的发展与传

承而言，只有加强全民具有传承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意识，

知晓其重要性、必要性，才能在建筑设计中更好的展示中华儿女伟

大的民族精神，延续不同特色的民族风格。为充分实现这一点，我

国高校的建筑设计类教学中要做出积极的行动，创新当前的教学内

容与教学形式，进一步提升高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并在建筑设计专

业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于广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教育，让这

些学生充分认识到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国建筑行

业发展的巨大价值，真正设计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以现代建筑为载体，向后世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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