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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建筑设计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杨芷轩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 江苏 南京 211200

【摘 要】：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有效的发散性思维工具，因其科学易用，已经在各行各业的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广泛运用。本

文立足建筑设计专业，研究思维导图方法。建筑设计过程是一个前后联系紧密且错综复杂的思维过程，而思维导图法可以通

过信息分类来辅助思考，从而理清思路启发思维，思维导图可以贯彻建筑设计始末，发挥强大功能，两者的结合可以说是相

得益彰，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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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教育学家东尼·博赞（Tony Buzan）于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思维导图法（Mind Mapping）用以辅助思考和笔

记。思维导图（The Mind Map）是对发散性思维的表达，即

通过可视化的图文来记录思考的过程和信息表征，促进发散

性思维的形成激发灵感。思维导图笔记不仅可以帮助记忆，

节省时间，提高效率，还能间接锻炼逻辑思维能力、概括梳

理能力，通过找关键词，搭放射状结构，辅以图像、色彩和

线条，使画出的导图简洁、一览要点。

可以手绘导图，亦可以使用计算机软件绘制。笔者在日

常教学和设计实践过程中常用的思维导图辅助绘制软件有

由美国 Mindjet 公司开发的“Mindjet MindManager”，还有

office 办公软件集成的插入思维导图功能，以及一款基于

HTML5 和 JavaScript 技术开发而成的专业垂直在线作图工具

ProcessOn，ProcessOn 最大的优点是支持思维导图多人在线

实时协作。毋庸置疑，设计学科在创作过程中，与计算机软

件绘图相比，手绘更有利于设计创作，思维导图也同样。最

初也是通过图文并茂的手绘导图来实现信息表征，因此，在

思维导图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提出手绘和计算机软件绘制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信息表征，这样不仅更有利于思维的发散，

也有利于多人的实时协作。但要清楚知道我们不是为了画图

而画图，思维导图不等于画图，思维导图的核心就是解决思

考的问题。

思维导图已经在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因其运用的广

泛性，本文不再赘述思维导图的基本理论。思维导图已应用

于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受教育层次学习者的教与学的过程中，

在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方面成效显著。本文在笔者近十

年的教学和设计实践研究基础上，着重论述思维导图作为一

种现代技术教学工具应用于建筑设计专业教学与课程实践

的方法。

1 建筑设计基本模式

建筑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建筑师基本职业素养的

培养和建筑师创造力的培养。在介绍思维导图是如何贯彻建

筑设计始末之前，首先需要了解建筑设计的过程和基本方

法。建筑设计通常的步骤是前期项目调研阶段，方案设计阶

段，比较深化定案阶段，后期设计成果表达输出阶段。项目

调研主要是根据项目内容进行各类信息包括制约条件的收

集，简称“信息采集”；方案设计是在确保信息采集完整、

准确、实效的情况下，对信息进行梳理，简称“信息处理”，

去芜存菁，通过对有效信息的分析、研究，探寻方案设计的

基本构思意向，并将文字语言转化为建筑图式语言，实现建

筑信息模型化的过程；比较深化定案是通过各种途径对多个

初稿方案进行比较、深化，结合各部门反馈意见和自我否定，

尽可能改进和完善设计方案，定稿最优方案的过程；成果表

达输出是最终目的，将设计意图转化为可供评价、实施的建

筑方案设计文件。

然而，建筑设计过程又是一个前后联系紧密且错综复杂

的思维过程，并非按部就班公式化的从无到有的过程，特别

是方案设计和比较深化的过程，需要前后联系、反复推敲，

敢于否定，敢于回到原点重新开始，量变到质变，需要建筑

师具备绝对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那么，方案设计过程如

何更高效，定位更精准，创作更有保障，这些是建筑设计教

育者和从业者们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

2 建筑设计思维导图运用

2.1信息采集思维导图运用

思维导图信息表征具有发散性、树状结构化和整体性特

点，可以将复杂的信息条理化，抽象的知识可视化。其结构

特征为：1）核心主题词居于中心主导位置；2）分支呈线式

围绕核心主题词从中心放射状展开；3）各分支形成节点结

构，每个节点又能放射出多条分支。学习者可以顺着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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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学设计者的思维同步，理解教学思路，还可以作为协作

者参与到思考路线中，整个思考和参与过程可视化，有助于

教学设计者实时掌握学习者的学习和参与情况。

例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思维导图辅助备课，并引

导学生使用思维导图进行课堂知识笔记。教师使用思维导图

法备课可以更高效，知识结构清晰，重点突出，主次分明；

同时，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可以启发思维、拓展思路。学

生在笔记的时候，沿着教师的导图主结构，继续延分支、添

细节，画出支支相连、层层递进的知识树，本身也是一个知

识的理解记忆过程，也更利于复习巩固。项目实践过程中，

引导学生结合项目设计任务要求，运用思维导图进行各类项

目信息采集。教师可以用 ProcessOn 绘制基本信息采集导图

框架（图 1），学生根据导图的思路进行各项信息的收集，

全班同学可以分组进行调研作业，并对导图在线实时添加分

支做补充完善绘制，实现团队成员共创，团队协作更高效，

信息采集更全面，教师还可以实时地掌握项目进展，并及时

给出指导意见。将采集到的信息使用关键词或者图像进行概

括总结并添加到导图的相应节点上，这里要注意的是使用高

度概括的关键词而不是句子或者大篇幅文字，图像可以是一

张照片也可以是即兴的手绘图样，因为高度概括的内容有助

于记忆和思维发散。如果实在不能用一个词或一张图概括全

部，可以添加一处备注或者链接，保证导图具备简洁可以一

览要点的特点，因为后面需要通过导图发散思维进行方案构

思设计。

图 1

2.2 信息处理与创意构思思维导图运用

在确定信息采集完成以后，就需要对导图信息进行讨论

分析、综合处理，去芜存菁，并给信息添加标签，标示信息

在方案设计构思中的主次关系。创意构思是建筑设计信息采

集和信息处理的最终目的，运用思维导图法搭结构、理信息、

找重点的目的是信息表征，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完成思维发

散、建立关联（图 2）。关联指信息之间固有的联系，信息

不可以片面存在，建立关联就是寻找共性，发现个性，求同

存异，综合平衡多方因素，逐步实现从多元到统一的明确设

计意图。如果不使用思维导图，设计师通常的构思模式是凭

借经验感知和理性分析来确定方案设计的基本构思意向。然

而，往往因项目信息的繁复性和设计过程的反复性，对设计

师的记忆力和敏锐度要求非常之高，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设计

师也很难确保能抓住重点一步到位，都需要不断探索思考，

做多方案的比较推敲，也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说方案设计和

创意构思的过程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图 2

3 设计深化思维导图运用

设计深化是完善定案的过程，也是验证纠错的过程，很

有可能因为某项技术或者某个重要制约条件考虑不周而导

致全盘否定、从零开始，这就是建筑设计复杂且特殊的地方。

使用思维导图能大大降低将错误带到定案阶段和出错的风

险。思维导图的可视化，方便设计者交错往返前后过程，进

行论证自我评价，查漏补缺，进一步明确设计意图。通常情

况下，是在创意构思的阶段确定设计意图和设计手法，在设

计深化阶段确定具体设计内容，细节需要进一步创作，可以

从图 2中的关联信息提炼关键词，作为核心主题词进行发散，

绘制新的思维导图，并且图 2 中的任何一个关键词都可以作

为新的主题词居于中心位置进行发散思考，直至完成整个创

作。

结语

建筑设计教学运用思维导图，有助于教学设计者和学习

者的思维同步，高度概括的知识体系更便于理解记忆，提高

教学效率。建筑设计实践运用思维导图，在项目调研的过程

中，有助于信息的梳理，做到思路清晰，记录详实；在分析

的过程中，有助于信息的关联，做到重点突出，全面细致；

在设计的过程中，有助于思维发散、激发创意，从而做出最

适合的设计。总之，思维导图能够实现建筑设计高效精准、

构思新颖、表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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