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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设计基础课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创新与发散性思维拓展学生思路，进而将设

计理念转移到图纸之上。建筑本身隶属艺术范畴，在设计基础课程中贯以美术教育，极大满

足学生审美需求，设计思路得以拓宽，具有一定的现实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美术  设计  教育创新  应用  

  建筑设计基础课程是建筑学专业继美术基础课程之后进行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在进行初

步设计的同时，或者说在进行专业设计训练的同时，必须辅以理念——所谓美感与科学并存。

因为建筑是以空间形式存在，空间的舒适度与否极大程度的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活动。绘画以

人为本，设计以人为本，建筑更要以人为本。绘画、设计贯穿于每个建筑体的形成。于是乎

它的作用可想而知。  

  一、美术与建筑的融合  

  美术教育当中讲究三大构成，即平面构成、立体构成和色彩构成。而在建筑设计当中存

在着这样三大步骤，即绘制图稿、构筑搭建、美化装饰。现在仔细回想起来，平面构成≈绘

制图稿，立体构成≈构筑搭建，色彩构成≈美化装饰。当然，这里的“≈”除了有等同于的

作用外，还隐喻着桥梁作用，毕竟理论支撑实践。可见，美术与建筑两者之间不乏联系紧密。  

  建筑是凝结着人类文明历史与科学技术的智慧结晶。其本身是个复杂的综合体。建筑设

计造型的精良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建筑的质量与可视度，优秀的建筑造型设计能够赢得广泛的

受众性，易于接受。  

  随着现代化科技和建筑艺术的进步，一个城市建筑业的发展标志着它的综合实力和社会

精神面貌。如果说建筑的存在注重功能性，那么美术的存在更使其附加具有形式美。  

  直到现在，无论是建筑师格罗皮乌斯还是保罗•安德鲁，恐怕都无法解释是功能大于形

式，还是形式大于功能这样的问题。想必只有说功能与形式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吧。  

  二、平面构成的导引  

  当我们在解析建筑图纸时，会被它的平面形状和功能分区所吸引，绝大多数情况下建筑

的平面形状基本上包括有正方形、矩形、三角形、圆型等，或者是由上述几种形式的演变和

组合体。  

  几何形体的出现和错综复杂的变换组合，为建筑师的平面构思开启了想像的大门。通俗

的说，平面构成就是将几个以上的单元（包括不同的形态）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单元体，并

赋予视觉化、力学的概念。它是以轮廓塑性，将不同的基本形按照一定的规则在平面上组合

成图形。  

  在平面构成图纸当中，会经常提到“框架”这个字眼，这就好比建筑实体的钢筋构架，

如同骨骼般维系着建筑命脉。构成中基本形（可视元素）的各种不同编排，即形成骨格。尽

管这里出现了显示不同的骨骼与骨格，但在特定环境中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基本形以正、负形式出现，亦可转化；当基本形相遇时，可产生分离、错位、重叠、

透叠、联合、减缺、差叠和重合等关系；这样有或非规律的变换，最终展现的是无法想像神

奇般的作品。譬如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华盛顿美术馆东馆的设计雏形，借助分隔与错位的

大胆使用，完成楔形建筑的完美塑造。  

  在设计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建筑名作图纸赏析引导学生进行有意识的图形

再组合，运用多种组合方式进行再创作。尽管在习作品的绘制过程中，始终无法创作出与贝

聿铭老先生的建筑佳作相比拟的设计方案草图，但从学生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通过平面构



成知识的学习而迸射出的大胆强烈的创作欲望。  

  三、立体构成的支撑 

 立体的概念，将我们瞬时从二维空间引领到三维空间，区域时空的跨越更真切的证实了建

筑存在的意义。  

  暂且抛开建筑，从美术分支绘画作品入手，体察一下经典的立体主义画派带给我们视觉

上的冲击。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就是反对人类战争、维护正义与和平的著名作品，画面近

乎抽象，也可看成是平面构成的典范，当然造型上的立体不免为建筑师提供某些启示。  

  一直以来，大凡造型设计一贯遵循的口号都是“艺术与技术的统一”，努力寻求和探索新

的造型方法和理念，对点、线、面、体等抽象艺术元素进行大量的研究，在抽象的形、色、

质的造型方法上花大气力，以此来塑造单位空间。  

立体构成就是针对点、线、面、体等艺术元素进行组合，从分割到组合或组合到分割的过程，

实现着任何形态与点、线、面等的相互还原。  

  在起初的课堂设计训练中，教师要求学生不考虑任何其它材料，通过纸来研究立体的造

型和空间关系，进而深化-变通-转移至建筑这个主体。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建筑初学者可以

探求到包括建筑材料形、色、质等心理效能、建筑材料强度、建筑加工工艺等物理效能等方

面的知识积累。  

  建筑师要想在无限的天地创造有限的空间，又想在有限的空间创造无限的“天地”，的确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安藤忠雄思考着自己神圣的空间，早期的设计作品多数运用面材的累积

营造素净广阔的的天地。  

  立体构成的产生与出现，使平面构成的抽象进而转化为具象，随之伴随的是形状向形态

的转移，毕竟形态是由无数形状构成。  

待学生充分发挥创作想像后，教师启发性教学不只单纯的在鼓励学生“造”，而是“想”了。譬

如，为了增强建筑空间的动态流动性，避免静止性，常常运用曲面和渐进等方式诠释，在学

生作品中，依稀可见建筑的雏形。  

  四、色彩构成的渲染  

  “渲染”这个字眼用在这里似乎略有不妥，好像只有在浓墨重彩的中国画意境中才贴切不

过，但仔细想想在这里似乎也恰如其分。  

  好的建筑离不开丰富色彩的修饰，如同或华丽或质朴的外衣，给主体物的魅力增加颇多

附加值。  

  作为讲授建筑设计基础课程的年轻教师，我们更多层面的去要求学生捕捉生活中的色彩

亮点，并将其运用施展于建筑的外壳与内部之间。  

  通常所指的色彩包含有色色彩和无色色彩，有色色彩很容易辨识，无色色彩主要专指黑

白两色。学生在认识黑白建筑图片时往往会忽略，认为不能从中引起共鸣，实则不然。这样

特殊的光影效果和色彩延伸可谓当代建筑水墨渲染图。  

  色彩为建筑注入顽强的生命力，由某种保守的色彩倾向发展得越来越大胆泼辣，当我们

将郎香教堂呈现给学生时，学生更多会被教堂的隐暗面（背面）色彩所折服，可见抓住人们

视角的正是那些琐屑的鲜艳点。  

  新造型主义以垂直和水平线的交错构成了富有节奏感的画面，并以原色的方法相配，使

形式和颜色达到最单纯的境界。没有哪种形式的表现会比它更单纯。所谓造型艺术的责任，

在蒙德里安的视觉世界里有真正体现,唯有那种抽象的原始的几何形态最符合自然本身，让

人看后思绪万千。 

 康定斯基似乎在与蒙德里安走同一路线, 新造型主义又得以发扬，看似呆板的构图画面让

人禁不住多假思索，有种愈是不懂愈是想懂的冲动。他致力于传达一种超越实体的不可见的



模糊的形象，将现代科学的思想加入创作中。通过形成一种新的空间概念，创造出广袤的空

间感。这不正是我们在建筑中所需要汲取的东西么！或许，康定斯基就是想借着新造型主义

的原则来建立未来人类的新艺术世界。他的成功之处也就是通过色彩、形式和内在和谐诉诸

于观者，最终达到精神交流的。  

  色彩一时之间在建筑界变成了工具，变成表现“术”的载体，成为建筑界的宠儿。从平面

到立面，从二维到三维，从单一到多样，从纯粹到绚烂，在《建筑设计基础》的课堂教学中，

美术正在进行着课堂角色的转变，发挥着指导教学创新的重大作用。  

  总之，艺术的相通互融性，迫使我们在建筑领域大展身手，为建筑体的塑造提出更高的

美学要求，同时极大地培养和加强了工科院校学生们的艺术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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