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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28 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Modern Architecture，简称 CIAM) 在瑞士成立，

是第一个国际建筑师的非政府组织。

②卑尔根建筑学院( Bergen School of Architecture，简称 BAS) 是一所提供建筑学专业教育的私立大学，位于

挪威卑尔根，于 1986 年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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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以卑尔根建筑学院创办人何思文教授到广东工业大学开展联合教学活动为契机，从视觉语言训
练、场地价值认识训练和低年级空间教学课程实践经验三方面探索两校在教学中的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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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小组”( Team 10) 是从 CIAM①内部逐渐成长起来却又质疑 CIAM 理念

和原则的较为松散的建筑师小组。它是继 CIAM 之后活跃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建筑组织团体，由当时一批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建筑家组成。作为

Team 10 的活跃分子奥斯卡·汉森( Oskar Hansen) 创造性地提出了“开放形式”
理念和“大数”概念，并成功将其运用于艺术、建筑和城市规划设计中，其独特的

设计手法和理解事物的角度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时至今日依然对年轻一

代建筑师和学生具有启发作用。卑尔根建筑学院 ( BAS ) ② 的创办人何思文

( Svein Hatly) 教授是奥斯卡·汉森的学生，其创办 BAS 理念更是直接源自于奥

斯卡·汉森。
一、“Open Form”及其特点

( 一) 开放形式
奥斯卡·汉森在 1959 年荷兰奥特洛 CIAM 大会上提出了“开放形式”

( Open Form) 观念。它是向既有背景中加入新的必要表达，对环境和公众意向

的视觉与形态做出建设性发展和改变的新理念，鼓励更多开放的视觉交流［1］。
“开放形式”是对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封闭形式”( Close Form) 的批判和

修正，注重人( 主体) 的参与及其个性需求的满足与体现，而非建筑师个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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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的主观呈现。开放形式以“科学”“公平”“自

愿”为原则，强调人的感受，其空间和作品可以被感

知和体会，空间的形态、材质、色彩在处理的过程中

刻意根据周边环境作选择，且极富变化。宏观层面

上，开放形式的设计注重与环境的结合交融，追求人

与自然的均衡式发展，平等共享基础设施和资源，而

不是将所有资源集中于单中心的发展模式; 中观尺

度则强调灵活、个性的空间，反对一成不变的空间形

式; 微观上，以人为本，将主体的感受放在首位，一反

封闭形式公共空间为“死物”的设计形式，更加考虑

人在空间中的使用和感受，而不是反客为主的各种

雕塑和纪念物等。
( 二) 大数概念
奥斯卡·汉森提出“大数”( Great Number) ③概

念是为解决“开放形式”处理一些大量且具有共性的

空间所面临的问题，通过引入更多的元素形成背景

和特征使之可视化，多运用于居住区、公寓等建筑设

计。“大数”是开放形式针对宏观和中观尺度的理解

和思考，它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待事物，在共性之中

寻求个性，在整体之中凸显个体，有别于重复单调的

模仿和克隆，既突出整体又体现个性。
( 三) 空间理念
“开放形式”和“大数”理念因其独特的建筑认

识和理念，为空间的处理手法带来积极的影响———

更加注重建筑物所处的环境背景、历史内涵、文化意

义等，通过一系列的空间形式和环境特点来表现和

营造场所的价值，鼓励利用更加开放的空间，促进视

觉感受和交流，不屈一格的空间形式只为创造更有

质量和价值的场所。如奥斯卡·汉森在华沙英雄纪

念碑国际设计大赛的方案④———奥斯维辛的纪念碑

之路中，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空间理念，并获得了评

委的认可和赞赏［2］。

随后，“开放形式”的理念及其空间处理手法应

用从私人住宅扩展到公共社区、公共建筑、城市规划

的各个层面，并日渐被全球范围设计师所广泛接受

和发展。

二、教学改革

2006 年开始，BAS 和中国内地多所大学开展了

以联合工作坊为主要形式的教学交流活动。笔者所

在学院基于 BAS 的“开放形式”教学理念，结合自身

的教学模式、方法和目标，首先以低年级的教学实践

为切入点，开展教学创新实践，让学生以更开放的视

野认识建筑空间与环境，从而为更好地创造建筑空

间奠定基础。
( 一) 创新教学理念
基于 BAS 的办学理念，将“开放形式”教学中沿

用的( 微观 － 中观 － 宏观) 三种尺度结构、视觉结构

和大数目等概念融入新的教学理念和实践中，并在

教学培养过程中加以沿用发展，使其更加符合国情

以及用人单位的需要。
( 二) 借鉴培养模式
BAS 所采取的 5 年制教学与国内的 5 年制教学

在课程的比例和安排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BAS

在建筑教育中工程技术学科的教育只占了约 20% 的

内容或更少，BAS 的成功运行使得我们不得不反思

现有建筑学教育中大量辅助课程的必要性，以及建

筑学各辅助课程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如何更好地为

建筑专业学生培养提供有效支撑［3］。在 BAS 的教

学培养模式基础上，维持现有的 5 年制( “3 + 2”的模

式) 教学不变，将建筑规划设计; 工程技术、项目经济

与管理类学科; 独立思维与个人表达; 艺术理论的课

时比例调整为 10∶ 4∶ 3∶ 3。
( 三) 探索改革之道
在教学中要更加重视艺术与哲学修养以及学生

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而并非单纯地将艺术生搬硬

套地以美术的方式移植建筑教育中，而是立足建筑

学本身的艺术与人文特性，重视建筑与自然景观的

协调，着眼如何将建筑设计融入自然环境中，采用户

外教学和实验形式，一方面强调学生动手能力，体现

他们在课程中所领会到的建筑与设计，另一方面让

学生体验自然界的各种原材料及其作用，体会不同

地形地貌对建筑和空间的影响。

作为一种尝试和探索，BAS 在教学的时间安排

上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动手能力，压缩建筑学

各种辅助课程内容和时间的做法有很大的可行性，

被作为设计基础课程加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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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大数”问题，通过引入更多的元素形成背景和特征使之可视化。
奥斯维辛( 希特勒德国的集中营) ，由建筑师斯皮尔( Albert Speer) 设计，采用经典的古罗马营寨成的格局，供士兵居住的部分变成了监

仓，广场和露天剧场变成了两座毒气室和燃烧室，经典的几何构图象征了权力和效率，被用作杀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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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筑空间教学创新实践

三、教学创新实践

随着学校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与挪威卑尔根建

筑学院系列教学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我们在建筑

学低年级的教学中对如何引入何思文教授的 BAS 教

学理念进行了实践。
( 一) 视觉语言训练
视觉语言训练( Visual Language) 旨在锻炼对图

形和视觉的理解，其最大的特点是以非固定的教学

形式，围绕视觉语言的核心内容，充分利用各种简单

易得的材料和场地进行训练，让学生能够体验身边

各种场地和材料的特点及使用特性，激发学生学习

的热情和兴趣。
1． 对比认知训练

课程包括一系列认知练习: 如黑与白、大与小、

压力与张力、轻与重、动与静、时间与空间、动态与静

态等，通过“形式”的对比表达事物，利用“形式”与

其所处的空间和状态，从视觉上引导人去理解。

在黑白( 颜色) 对比练习中，我们利用黑白两色

的卡纸、规则与变化的形状，通过形式和颜色表达出

相对的“上下左右”关系; 时间与空间的训练则利用

大小等同的盒子和不同的颜色或图案表达出“时间

与空间”的关系，引导学生体会空间与时间的依存关

系; 而静止与动态练习则不限形式、大小、材质、颜

色，通过“形式”表达静止或动态的效果，训练学生对

事物形式所造成的静态和动态的理解与表达; 在“连

续空间”练习中，学生利用场所的任何材料，通过引

导、隔断和围合等形式，创造出一系列连续的空间;

空间韵律练习不限材质、颜色、大小和场地。通过这

一系列的训练，学生对空间的理解和认识表现得更

加深刻和准确。

这种训练能够改变国内以规范设计作为入门，并

习以为常地深究设计技巧和所谓的手法、灵感等，而

导致不能完整、准确表达建筑学教学现状。视觉语言

训练还应强调空间设计与表达，不仅注重手法训练，

更需要锻炼设计师的空间表达能力。通过锻炼，学生

摒弃了一些固有、生搬且无感情色彩的绘图语言，能

够直观简洁地表达自己的原创想法与空间设计思路。
2． 开放训练的效果

开放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思

维，打破固有的程序化、标准化学习模式，让学生在

学习的过程中更自信、更可靠、更有创造力。这一创

新还体现在学生对空间的理解，脱离旧式教学素材，

以户外“信手拈来”的自然素材引导学生主动挖掘场

地和材料价值，开拓学生对空间和环境的理解，通过

对比、引导和协调手法，激活空间语义特征，利用平

行、旋转、对称、相似等的变换造成对人所产生的暗

示作用，进一步体会视觉语言与建筑空间的关系和

影响，并逐步掌握分析场地价值和创造各种语义环

境建筑空间的能力。
( 二) 场地价值认知训练
在视觉语言训练的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探索场

地价值的训练。选择石牌村，正是基于它的独具活

力和丰富人文历史背景。石牌村位于广州天河区中

西部的繁华地带，面积 4． 3 km2，总人口近 30 万人，

其内部空间丰富多样、开放包容，从宏观空间到微观

环境都极具特色。
1． 尺度变化的体验

宏观尺度的价值体验重在将场地与山、水、天空

等自然环境联系，强调人的感受。通过指导学生利用

线条、色块等表达出对石牌的印象，借此启发学生主

动体验石牌与大自然及周边场所的联系，并根据场地

元素的不同，务求从多方面探讨石牌的场所价值。

中观层面更注重“社区”的概念，这里的社区并

不在乎范围和面积的大小，而是指人在多大范围内

能感受到其社区的“精神场所”，更是一种印象或归

属感范围，强调场地的价值与“社区”中各类使用人

群的联系，凸显社区对于人在视觉上和精神上的感

知，以求人与社区内的场所产生共鸣。

微观尺度更多关注人在使用方面的感受，注重

空间使用特点和体会空间功能以及“形式”所营造的

使用偏好。在体验场地练习中，学生被要求仔细观

察、访谈和记录石牌内空间里的人的行为及活动，并

描绘这些空间带给使用者的视觉印象或感受。
2． 价值判断能力的提升

场地调研强调发现场地的各种价值，并培养学

生不同尺度的感官分析、不同场地的元素分析和深

入观察的能力，凸显与使用者的交流和反馈，尤其是

在处理重要节点空间和建筑的过程上，通过在实地

调研中的客观分析、主管感受和交流，并将其转化成

视觉语言，表达自身对建筑空间和环境的理解或质

疑。场地认识实践着重培养学生循序渐进的意识，

通过知识、经验和领悟能力的提高获得自信，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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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有价值的人生经历和体验。
3． 实践体验

在视觉语言和场地价值认知训练基础上，我们

将“开放形式”的建筑设计教学与二年级社区活动中

心设计课相结合，选取广州市东山口附近一块方形

场地作为设计基地。

首先，以场地体验优先，注重模型教学。与传统

教学不同，不以理论课讲授开始，而是先调研体验场

地，对场地的各种元素进行分析和探索价值，以启发

学生了解场地价值和其与周边的关系，并要求学生

制作模型( 1∶ 50 或 1∶ 20) ，形式和材料不限，尽量呈

现，周边日照、通风等重要元素。

其次，鼓励学生进行价值判断，深入观察服务对

象。在建模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大胆对场地价值进

行判断，选择建筑的主要服务人群，再次开展调研、

访谈，了解目标人群的需求。

引导过程要始终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

创作兴趣为主线，通过模型交流和汇报等形式培养

学生的视觉语言和交流能力，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鼓励学生不断深入了解目标人

群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按照各自

的兴趣进行深化、修改，并最终完成方案设计。

四、结语

比较学生作品发现: 从图面表达看，接受传统教

学模式培养的学生对于图面的表达和形式更讲究，

在空间设计上以落实任务书的功能为主，考虑形式

更合理; 以工作坊模式培养的学生在图面表达和排

版上偏重于各种分析图，对于场地分析以及周围潜

在元素价值利用的剖析更加透彻，在建筑功能设计

上更有侧重性和倾向性，懂得创造一些适合目标人

群使用的细部空间，使整个设计更为合理、实用。两

者各有利弊，从建筑空间教学、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

场地实践体验的角度看，开放形式对于学生的培养

效果更好，但对于图面表达效果和实用性采用传统

模式稍好。

建筑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培养一名

优秀的建筑师除了理论学习，还要注重培养其创新思

维和动手能力，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课本理论知识。

国内的建筑学教学培养多针对基础美术培养的课外

实践，如写生实习等，而对于建筑空间的教学训练则

较为侧重图面表达、电脑技术应用和功能的安排，忽

略或者轻视了对实际场所的空间体验实践，学生也养

成一种轻浮的学习心态，以大量抄袭和生硬模仿应付

课程设计。因此，建筑学的空间教学方法有必要作出

相应调整和改变，对于建筑空间的教学方法选择既要

取他山之石，又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和人才培养需求。

此次以低年级为主的教学创新实践为我们带来了不

少值得借鉴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在今后的合作交流

中，我们将继续开展高年级的教学创新实践，为国内

建筑学教学和人才培养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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