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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瑜

教师工号    00003355

学历  博士研究生，博士

职称  副教授

职务  

个人主页

联系方式   13822233981    1382223981@139.com

照片（可以附件图片方式发给我）

个人简述

本人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曾就职于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持与参加多项大中型建筑工程设计、居住区规划设计、城市规划等项目，具有丰富的工

程实践经验。

在广东工业大学任教以来，曾担任建筑学专业建筑初步、中国建筑史、建筑导论等课程教学。目前主要承担建筑学专业建筑设计、毕业设计、设计院实习、外

国建筑史等课程的教学。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承担研究生学位课程城市发展历史及其理论、建筑设计等的教学工作。

近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以及横向科研项目等。

科研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域建筑、建筑保护。

教育背景

就读于同济大学建筑学专业，获学士学位，重庆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获硕士学位，华南理工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获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曾在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任教，在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

1998年－至今，于广东工业大学任教。

学术兼职

任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荣誉

参加编写的《中国民居建筑》陆元鼎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获中国图书大奖，获广东省优秀图书奖。

多次获广东工业大学教学优秀奖二等奖，获广东工业大学年度考核优秀、优秀科技工作者，学院优秀教师、优秀科技工作者等奖励。

指导学生获第一届“羊盟杯”建筑设计竞赛一等奖。

多次指导学生获广东工业大学毕业设计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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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镇新颜----广州南沙镇中心接到环境整治规划    《新建筑》2005.4

2﹡住宅户型设计的趋势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06.2

3 关于建筑设计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6.6

4 建筑学专业学生素质的培养   《高等建筑教育》  2007.1

5﹡岭南城市居住文化特质的再现----广州亚运城媒体村设计（第2作者）  《建筑学报》2009.2

6岭南居住文化之生态精神  《新建筑》2009.5

7﹡黎族船形屋研究  《贵州民族研究》2009.6

8﹡黎族民居的特征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1.4

9 古代外来建筑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及影响《古建园林技术》 2011.4

10 外国建筑师在当打岭南的建筑实践及其启示 《新建筑》2012.6

11 游园路径视角下东莞可园空间营造方法解读 《广东园林》2017.6

主要著作

知识产权

科研项目

主持201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岭南优秀现代建筑（1950-1999）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51878183，直接经费：60万；

主持2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黎族传统村落与建筑可持续发展的传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YJAZH057，经费：10万；

主持完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科技项目“岭南地区绿色住宅设计与实践研究”；

主持完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绿色住宅设计研究”；

参加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主持完成与参与完成横向科研项目多项。

教学活动

主持2017广东省质量工程项目，“建筑史”资源共享课；

主持2016广东工业大学质量工程项目，“建筑史”资源共享课。

我的团队

在长期的科研中，形成了一个由校内教师、校外建筑师、研究生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与丰富的建筑工程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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