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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计算机辅助建筑设计已成为潮流，而传统的平面二维建筑教育方式一直在我国高校

建筑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新式的三维建筑教育方式又该如何定位? 文章通过分析对比二者的特点及

作用，探讨建筑教学方式的创新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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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与建筑设计新技术

建筑学是一门横跨工程技术和人文艺术的学科，是一门理性与感性碰撞的

学科。而建筑设计作为建筑学科的核心重点课程，其思维方式是兼具逻辑性及

形象性［1］的，逻辑思维要求学生有理性的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形象思维则要

求学生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和灵活开放的思维方式。但是，中国目前的建筑院

校招收的对象均为理科学生，长期以理性思维思考必然导致形象思维的相对薄

弱。因此，采用何种教育方式来直观表现建筑内容以及如何提高学生的形象思

维能力已成为建筑教育者关注的问题。
21 世纪，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出现和逐步普及，计算机已经成为我们工作、

学习、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对于建筑学来说也不例外。特别是在 2000 年以后，

计算机作图在国内建筑设计行业内开始兴起，并逐步从传统的人手作图过渡到

全电脑出图，最近几年更是出现了通过建筑三维动画展示建筑设计项目的趋

势。大学作为人才供应地和理论思想的前沿，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使用计算机

绘制作业图纸，并呈现一个“低龄化”趋势，即: 过去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才开始

使用电脑辅助设计绘制作业图纸，而现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也基本会进行简单

的电脑操作辅助设计。
新技术的应用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担负文化传承任务的教

育，不仅要使前人的优良经验得以继承和发扬，同时也要通过改革创新不断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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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教

师如何使用信息技术设计高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环

境? 学生如何通过使用信息技术更好地接受新知

识? 笔者认为虚拟技术的发展为建筑教育方法的创

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二、传统二维建筑图纸教学方式分析

( 一) 平面化教学模式的优点

在传统建筑学教育中，二维图像的应用一直占

据主导地位，课堂上教师讲课课件中的图片、课后学

生的设计作业等均以图纸的形式呈现。平面化的教

学模式具有以下的优点。

图 1 传统平面作业图纸一

( 1) 平面的作业图纸［2］能够反映一个学生的真

实手绘水平。手头表达功夫是一个学生的基本功与

硬实力，用笔去思考是一个建筑师必须掌握的技能。
另外，通过二维的图纸绘制，学生可以锻炼到用平面

图纸表现立体空间的能力，也可通过特定的表现手

法突出自己想要表达的重点内容，还能学习到相关

的平面设计知识及排版知识。

图 2 传统平面作业图纸二

( 2) 平面的作业图纸能准确、直观地表达建筑的

平立剖等技术图，也可精确地用数字表示出建筑各

处的数据，对于建筑理论的学习与掌握有着重要的

作用。在技术图纸中，学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建筑

的功能区域分布、交通流线以及建筑与周边环境的

尺度关系等。通过理性的分析，学生做出来的设计

基本能做到符合功能的需求及相关规范。
( 3) 教师可以通过建筑案例的图片资料，详细分

析每张图片中的建筑细节; 学生也可通过图片高效

地浏览各个建筑案例，关注到建筑师想要表现的每

一个特色空间场景，加以思考分析。
( 二) 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

( 1)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展示

课件及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授课，过程中所使用的

教学资料基本上为二维的图纸，包括建筑案例的图

片，学生的优秀作业图纸等。但对于学生来说，很难

通过平面的图像想象出一个立体的空间场景，更别

说对于建筑空间的体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限制

了学生的设计能力，学生在设计时只能从平面推导

到立体，平面与空间的联系性及整体性往往会显得

不足。
( 2) 单一的教学手段停留在口述、示范及幻灯片

展示等方面，不能有效表达教学内容，课堂教学缺乏

生动性与感染力。平面图纸的理论教学，虽然能使

学生的理性思维分析能力得到较大的提升，但是对

于形象思维的训练却是不足的，特别是学生的空间

尺度感与空间想象力较难得到提升。
( 3) 二维的效果图不能更好体现设计者的想法，

易造成一些建筑思想表达上的误解，降低了学生与

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性。
三、新式三维建筑动画教学方式分析

笔者认为，三维建筑动画教学方式完全可以作

为传统建筑教学模式的补充及创新。作为一种新型

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建筑动画技术［3］因其良好的三

维性、灵活的交互性以及对硬件资源要求的简易性

等优点备受师生的欢迎，三维技术能 360 度全方位

展示建筑的形体空间与周边环境，学生仿佛置身于

建筑当中。这对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十分有

效，也给建筑设计教学提供了全新的形式。
三维建筑动画教学方式具有以下的优点。
( 一) 真实感强，直观展示

计算机软件强大的三维功能，有利于将建筑概

念转化成立体的建筑仿真模型，特别是对于建筑内

部空间以及建筑周边环境的展示十分有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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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提供静态局部的视觉体验，但三维建筑动画比

二维图片表达的教学内容更多，也更加生动形象，能

让观看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因此，用三维

技术创建环境、渲染气氛，可以引发学生的兴趣，启

发学生的思维，促进学生对建筑形式的理解。学生

全身心投入的感觉状态，可以加深教学印象，提高教

学效率［4］。

图 3 新式三维建筑动画展示一

( 二) 交流性好，协作学习

通过三维建筑动画进行学习的时候，学生可以

自行选择需要观看的场景，对建筑及其周边的环境

进行观察，既可从远景中一览建筑的外观信息以及

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也可从近景乃至特写镜头

中观察到建筑的内部和细节。在观摩学习过程中，

学生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选择的学习，关注

自己感兴趣的地方或者是想要细致研究的点，学习

自主性得到提高; 学生也可进行分组讨论，交流各自

的想法，集思广益，让思维的火花迸发，学习主动性

也随之增加。自主协作学习环境的构建，让学生能

获得更宽阔的解决思路，更透彻的问题分析能力，更

灵活多样的方法。

图 4 新式三维建筑动画展示二

( 三) 融入感强，思维培养

三维建筑动画可以创建出一个真实的场景，带

来逼真的视听体验，使参与者能够直接感受到建筑

在各种天气场景中的变化。例如，在晴朗、下雨、下

雪或是白天、傍晚、夜晚等不同的场景里，建筑所带

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学生可以通过三维动画“亲

身”感受建筑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就如同是真的融

于建筑所在的场景之中。与二维图片相比，三维动

画所具有的展示特性，要比模型或效果图更形象、生
动和完整，更容易表现建筑的空间结构，极大提高了

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有效促进了学生建筑空间感

的形成和对建筑设计方法的理解。
( 四) 易于制作，素材收集

三维动画制作软件操作方便，制作周期短，且制

作成本较低。因此，三维建筑动画可以丰富教学资

源库。对教师来说，可以快速方便地收集身边的优

秀素材以及学生的优秀作业，作为存档和教学资料;

对学生来说，除了建筑素材的收集，更重要的是可以

在制作三维建筑动画过程中掌握信息处理的能力，

建立对建筑空间与体量的概念，关注到更多的建筑

内部空间设计和建筑细节，而这正是在二维图纸表

现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
( 五) 发布方便，网络交流

最后生成的三维建筑动画均为 WMV 格式的视

频文件，网上及网下传输都非常方便，有利于学习内

容、学习资源的共享。教师和学生能够在网络和资

源库上获得所需的课程内容和学习资源，也能将自

己的作品转化为动画文件并上传到资源库中。学生

可不受时空地域的限制，随时随地看到其他同学的

优秀设计作业。更新速度快、资源量大、使用方便，

三维建筑动画资源库的这三大特点促进了建筑网络

远程教育的发展。
可以说，三维动画技术为学生创建了一个场景，

为学生提供一个真正学习交流的平台，让学生去进

行空间想象，从而逐渐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开

阔他们对空间的认识与想象。三维技术的出现，实

现了更加复杂的设计造型，更加丰富真实的色彩，创

造出更加真实的虚拟场景，这比传统的二维图像具

有更好的效果，更加人性化的虚拟展示也带给人们

设计工作中的愉悦感［5］。

四、结语

丰富的教学资源可以满足学生的各种学习需

求，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学生在接受、交流和自

主协作学习中得到更好的发展，虚拟的学习环境扩

宽了学生认知的时空范围。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形

象性、动态性、多样性的表达以及学生的体验式学习

是未来教学方式发展的方向［6］。尽管如此，但并不

是所有的建筑场景都要用三维建筑动画来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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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直接用平面图片就能表达教学内容，就不必使用

三维技术。我们可以在继承传统的二维平面教学模

式优点的同时，引入新颖的三维立体建筑动画教学

方式，以此作为旧有教学模式的补充及创新。以二

维图纸为主，以三维动画为辅，两种教学方式互相结

合，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发展，是高校建筑学专

业的教学改革创新的一个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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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ethod of archite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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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e computer-aided architecture design has become a tendency， and
the two-dimensional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has occupied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system of architecture in China for long time． How to position the new three-dimensional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mod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arison of the two teaching method， discussing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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