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 ０ １ ９ 年 ４ 月

第２１卷第２期

　 　 沈 阳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Ａｐｒ.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２１ꎬＮｏ. 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０７
　 　 基金项目:辽宁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２０１６０１)
　 　 作者简介:李丹阳(１９８１—)ꎬ女ꎬ辽宁沈阳人ꎬ硕士ꎮ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 － １３８７(２０１９)０２ － ０１８２ － ０６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７１７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 － １３８７. ２０１９. ０２. １３

具身认知和抽象操作在建筑设计基础课中
的综合运用

———建筑学专业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教学实验

李丹阳ꎬ满　 红ꎬ沈欣荣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具身认知和抽象操作是建筑设计入门的两个主要途径ꎮ 通过研究几所典

型高校在建筑设计入门课中对具身认知和抽象操作这两种途径的运用ꎬ总结出二

者的训练重点和特点ꎮ 阐析了本次教学实验尝试综合运用两种途径ꎬ改进建筑设

计基础入门教学ꎬ以期使具身认知所得的经验能够通过抽象操作得到充分的转译

和表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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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志码:Ａ

　 　 建筑学专业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建筑

设计基础课是建筑设计入门课ꎬ面向零基础

的学生ꎬ主要传授建筑基本知识和图示表达ꎬ
初步建立空间和尺度的概念[１]ꎬ同时ꎬ要培

养学生的基本设计态度[２]ꎬ养成良好的工作

习惯ꎮ 因此ꎬ建筑设计基础教学如何开展始

终是个难题ꎮ 近几年来ꎬ教师通过认真研究

合适的教学途径ꎬ并在教学的不同阶段进行

尝试ꎬ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发现问题ꎬ解决问

题ꎬ不断地调整教案ꎮ 本次教学实验就是综

合运用两种明确的教学途径ꎬ对课程进行优

化ꎬ以期使学生能够循序渐进地入门ꎮ

一、当下建筑设计入门的两种主要途径

当下建筑设计入门主要有两种途径:一
类为具身认知ꎬ另一类为抽象操作ꎮ 具身认

知强调以身体为媒介ꎬ通过身体和感官去体

验和认知空间ꎬ而后进行空间设计ꎮ 抽象操

作则通过对空间限定要素和空间的抽象来认

知建筑ꎬ并通过对要素的操作开始设计ꎬ如形

态构成、空间构成等ꎮ
两种途径侧重点不同ꎮ 具身认知认为身

体是核心ꎬ从身体出发进行空间体验ꎬ强调空

间与经验和情感的联系ꎮ 抽象操作则认为建

筑师是进行操作的主体ꎬ空间限定要素和空

间是操作的客体ꎬ从空间限定要素及其所生

成的空间之间的关系出发进行空间设计ꎬ侧
重理性设计方法的使用ꎮ 无论哪种入门途

径ꎬ都应该在训练中涵盖建筑学的基础知识ꎮ
“建筑是真实的ꎬ是可以在现实中亲身

体验的事物ꎬ因此ꎬ至关重要的不是概念ꎬ而
是如何将概念转译成一座建筑ꎮ”本次教学

实验主要是尝试将两种入门途径综合运用于

建筑学专业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教学中ꎬ
以达到经验和情感能够通过理性的专业设计

方法得到转译和表达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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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身认知

近年来ꎬ具身认知已成为建筑学入门教

学的趋势ꎮ 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运用具身认

知途径进行教学ꎬ其中ꎬ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同

济大学胡滨老师主持的“面向身体”的设计

入门教学ꎬ南京大学丁沃沃、鲁安东老师主持

的“身体与空间”设计入门教学ꎮ 而国外高

校如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Ｓｗｉｓｓ Ｆｅｄｅｒ￣
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Ｚｕｒｉｃｈꎬ以下简称

ＥＴＨ)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学中则更早引

入了具身认知途径ꎮ
同济大学胡滨老师“面向身体”的教案ꎬ

“以身体成为教案设计的主要线索ꎬ空间塑

造为核心任务ꎬ通过以身体感知为切入点去

分析空间的特征和塑造方式ꎬ同时关注身体

动作和空间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 [１]ꎮ 这两

方面的相互结合用以建立“空间可以辅助建

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基本认知ꎬ并以此

为核心创立空间塑造的模式ꎮ 练习一身体的

表演(Ｂｏｄ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在给定空间内ꎬ依
据各自所选电影中的人物ꎬ为他们设计空间

以辅助建立所选人物之间的关系ꎬ并关注人

身体的行走、观看、跨越与相遇等动作ꎮ 练习

二“网络”中生活(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在
农民工群租区域中选择一户群租住户进行测

绘以及生活、生产场景的观察和描绘ꎬ进而重

新进行居住和工作空间设计ꎬ此练习更具有

真实性、社会性和复杂性ꎮ
南京大学丁沃沃和鲁安东老师主持的本

科一年级第二学期建筑设计基础课ꎬ强调以

“身体”为核心进行课程设置ꎬ包括 ３ 个练

习:练习一“动作 － 空间分析”通过分析被空

间限定的身体动作ꎬ训练学生认知身体、尺度

与环境的关系ꎻ练习三“互承的艺术”通过真

实搭建身体能够进入或者通过的空间结构ꎬ
使学生形成对建筑结构的初步认识ꎻ练习二

则在“折纸空间”的基础上ꎬ将纯粹对纸的操

作转化为与身体关系更为紧密的“空间包

裹”ꎬ训练学生形成建筑学形式操作的基本

思维与方法ꎬ从而更系统地衔接练习一与练

习三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香港中文大学顾大

庆与柏庭卫教授主持的一年级设计入门课

程ꎬ也是从与身体有关的物体设计与制作开

始的ꎮ 练习一为坐具设计与制作ꎮ 练习二为

将一个集装箱改造为一个供两人居住的单元

空间ꎮ 练习从日常熟悉的物体出发ꎬ从物体

过渡到空间ꎬ与身体、行为和经验紧密联系ꎮ
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设计入门教

学都受到 ＥＴＨ 的直接影响ꎮ ２１ 世纪初ꎬ
ＥＴＨ 一年级设计教学由马克安杰利(Ｍａｒｃ
Ａｎｇｅｌｉｌ)主持ꎬ具身感知途径开始介入ꎮ 通过

观察舞者及其之间的形态ꎬ并以此为依据直

接转化成空间形态ꎬ使学生能够很好地认知

空间并开始设计ꎮ
近些年来ꎬ美国康奈尔大学也将具身认

知途径引入设计入门教学ꎮ 通过对日常生活

中常见物体进行解构与重构进而开始设计ꎮ
学生选择一种生活中熟悉的物体如棒球手套

等ꎬ进行观察、描绘ꎬ将物体解构后ꎬ再将其主

要结构和要素重新进行设计ꎬ制作一个可供

人活动和感知的空间装置ꎮ
具身认知途径ꎬ以身体为媒介ꎬ将空间和

人直接联系在一起ꎬ进而开展设计ꎬ这样一

来ꎬ人的记忆和情感可以很好地通过设计表

达出来ꎮ 这样的设计才是有情感的设计ꎮ

三、抽象操作

抽象操作途径由于其具备理性客观的特

点ꎬ被越来越多的高校作为设计入门方法使

用ꎮ 其中ꎬ香港中文大学建构实验课和东南

大学一年级设计课程影响较大ꎮ 此外ꎬ国外

院校运用此教学法比较早的有 ＥＴＨ 和 １９６０
年“德州骑警”的“九宫格”教学ꎮ

顾大庆老师在香港中文大学开展的建构

实验课程是由抽象操作入手的典型课程ꎮ 建

构实验课主要面向二三年级的学生ꎬ所以不

用单独讲解空间限定要素ꎮ 教学以空间形态

为核心ꎬ设计从对杆件、板片和体块的操作直

接入手ꎮ 在概念介绍和抽象练习之后ꎬ引入

材料和建造训练ꎮ 通过对模型材料的区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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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ꎬ建立更加复杂的形式和空间秩序ꎮ 而

建造环节则通过 １∶ ２０ 的局部模型制作ꎬ训练

建构并完善设计意图ꎮ
近年来ꎬ东南大学的设计基础教学在顾

大庆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新的教改ꎮ 教学以

空间及形成空间的要素的组织方式为训练重

点ꎮ 由于课程主要面向一年级学生ꎬ所以先

从空间和要素的认知训练开始ꎮ 通过学习由

杆件、板片和体块要素限定空间的代表性建

筑案例ꎬ来认知 ３ 种抽象物质要素ꎬ并初步掌

握不同要素限定的空间的不同特点ꎮ 在认知

基础上ꎬ学生选择 ３ 种抽象要素中的 １ 种ꎬ通
过对抽象要素的操作开始设计ꎮ 对杆件通过

阵列、搭接等操作来限定空间ꎬ对板片通过错

动、平移等操作形成空间ꎬ对体块通过叠加、
内推等操作形成虚实交替的空间ꎮ 再逐渐引

入人居概念和建造层面的问题[３ － ４]ꎮ
追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ＥＴＨ 以及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德州骑警的“九宫格”教学ꎬ不难发

现ꎬ尽管当时墙、梁等建筑要素已经与板片、
杆件等抽象要素联系起来ꎬ但其操作对象仍

为具体的建筑实体要素而非抽象要素[４]ꎮ
ＥＴＨ 在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间由赫伯特克莱默

主持的一年级教学遵循的是建构场地模型、
空间结构模型和建筑模型的设计方法[５]ꎮ
其中一个训练为入口设计ꎬ通过对墙体的操

作开始设计ꎬ而后再进行梁和屋架的搭建ꎬ作
为屋面结构设计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间ꎬ则规定

学生在 ６ｍ × ６ｍ 体积内ꎬ依据给定的片墙和

体量进行空间构成ꎬ然后将之转化为居住空

间ꎬ进而结合材料和建造完成小住宅单体设

计ꎮ 德州骑警的“九宫格”训练不仅关注柱

子、墙、屋面等建筑构件的组织ꎬ更关注“九
宫格”作为一种空间形式的转译与表达[６ － ７]ꎮ

当前国内采用抽象操作途径的教学ꎬ其
本质是抽象性ꎮ 设计训练直接从抽象要素的

操作开始ꎬ不强调空间的意义以及表达ꎬ也没

有具体场地作为环境限定ꎮ 因此ꎬ采用该途

径的教学ꎬ由于缺乏情感、脱离现实ꎬ近年来

不断遭受质疑[８]ꎮ
香港中文大学和东南大学已经在教学中

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推进更加完善的设计ꎮ
香港中文大学的建构实验课程ꎬ在概念和抽

象训练之后引入材料和建造联系ꎮ 以实体模

型为媒介ꎬ通过观察不同模型材料对于空间

的影响和制作 １:２０ 的局部模型ꎬ使得设计更

接近于真实建造ꎮ 在东南大学的设计基础课

程中ꎬ首先有明确的抽象要素和空间认知环

节ꎬ紧接其后的练习中则融入了空间与使用、
材料与建造、场地与环境等因素ꎮ 因此ꎬ在进

行抽象操作时不能过于关注物质材料本身ꎬ
而忽视对空间和环境的理解[９ － １０]ꎮ

四、具身认知与抽象操作的综合运用:
从空间认知到空间构成

　 　 具身认知强调对建筑的完整体验和情感

表达ꎬ抽象操作更注重理性法则的总结和传

递ꎮ 建筑设计的感性体验与理性表达均非常

重要ꎮ 因此ꎬ笔者尝试综合运用两种途径ꎬ对
沈阳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本科一年级建筑设

计入门教学进行探索和实验ꎮ
一年级第一学期第一个练习为“建筑认

知”ꎬ包含具身认知的一些训练要点ꎮ 第二

个练习为“大师作品重构”ꎬ属于抽象操作一

类ꎮ 看似包含了两类设计入门途径ꎬ但是深

入研究起来发现过程不够清晰ꎮ 第一个训练

从身体出发ꎬ人体尺度和行为概念直接介入ꎬ
接触更多的是建筑实体要素ꎬ缺少抽象要素

的认知环节ꎮ 第二个训练则从对抽象要素的

操作开始ꎬ直接对作品进行解析提取抽象要

素进行重构ꎬ缺乏对空间的关注ꎬ使得“大师

作品重构”成为流于形式美的构成训练ꎮ 此

外ꎬ前后两个训练缺少过渡ꎬ各自过于独立ꎮ
为此ꎬ笔者尝试综合运用两类途径对教

案进行如下调整:增加空间和抽象要素认知

环节ꎻ在抽象操作开始设计时ꎬ同时引入具身

认知ꎻ将“大师作品重构”训练具体化为空间

单元设计ꎬ使得学生可以将之前认知环节的

主观体验转化成为抽象语言ꎬ以得到一次相

对完整的设计训练(见图 １)ꎮ
具体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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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调整后教案

　 　 (１)在“建筑认知”阶段ꎬ先通过多次实

地踏勘ꎬ身临其境地体验建筑空间ꎬ在行动过

程中体验人在建筑空间中的主观感受和需要

的空间范围ꎮ 接下来系统讲解建筑基本元素

(墙体、楼板、柱等)及抽象要素(板片、杆件

等)转换ꎬ并且用图解方式ꎬ描绘出人在空间

中的行为尺度(见图 ２ ~ 图 ４)ꎬ以此来认知

空间ꎮ

图 ２　 行进中视野范围描绘 １

图 ３　 行进中视野范围描绘 ２

　 　 (２)从平面功能组织和剖面空间组合两

个方面解析大师作品ꎬ选择有特点的空间或

空间组合形式(见图 ５ ~ 图 ８)ꎬ并将具体建

筑基本元素转换为抽象要素ꎬ同时ꎬ引入单

人、多人的坐、站、走等行为ꎬ根据不同行为需

要的空间尺度来调整空间ꎬ并用图示表达

(见图 ９)ꎮ

图 ４　 工作空间中视线遮挡描绘

图 ５　 王澍作品提取基本元素与平面重构 １

图 ６　 王澍作品提取基本元素与平面重构 ２

图 ７　 王澍作品提取基本元素与平面重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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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王澍作品重构———空间重构

图 ９　 扎哈哈迪德作品重构———空间中人的行为

尺度

　 　 (３)单元空间设计阶段ꎬ在上一环节的

基础上ꎬ依据尺度将空间分为主要空间和次

要空间(主次空间均需要满足设计者拟定的

使用者行为需求)ꎬ同时ꎬ保证空间关系明确

(如包含、穿插、相邻或加入一个过渡空间使

主次空间建立联系)ꎮ 最后ꎬ将空间形态构

成具体化为墙体、楼板或坐具等ꎬ完成最终设

计(见图 １０ ~图 １３)ꎮ

图 １０　 板片操作及空间模型

图 １１　 板片操作

图 １２　 板片操作———加入人体尺度 １

图 １３　 板片操作———加入人体尺度 ２

　 　 综上所述ꎬ建筑学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

建筑设计入门训练完成了一个从具象到抽象

再回到具体、从空间到概念再到空间、从认知

到构成再到设计的全部过程ꎮ 在此过程中ꎬ
学生不仅理解了空间与身体的关联ꎬ也初步

掌握了通过抽象操作开始设计的方法[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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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建筑设计既感性又理性ꎮ 仅强调主观感

受而不注重法则训练则会丢失学科的专业

性ꎬ仅侧重从理性的法则而来的形式操作则

导致设计本身缺乏情感ꎮ 而综合运用具身认

知和抽象操作两种设计入门途径ꎬ可以同时

培养学生的感知和操作能力ꎮ 通过本次教学

实验ꎬ可以看到经过调整后的教学过程更加

明晰顺畅ꎬ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ꎬ如“建筑

认知”环节中需要进一步臻选空间结构和组

织比较简单明确的建筑ꎬ这样可以使学生快

速认识建筑ꎬ并且注意力集中在建筑空间及

构成空间的要素本身ꎬ而非其他方面ꎮ 此外ꎬ
大师作品的选择也有待思考ꎬ同时ꎬ对于大师

作品的解析可以通过制作大师作品的局部

(如结构、有特点的空间等)大比例模型仔细

体会作品精妙之处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构

演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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