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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背景

现代主义建筑教育中，形式与空间问题早已被明确提出并成为建筑学的核心。自

上个世纪以来有众多的设计基础理论与教学探索呈现。德国阿德里安福蒂《现代建筑

词汇》、英国乔弗莱司谷特《人文主义的建筑学》再到意大利建筑理论家布鲁诺赛维

的《建筑空间论》均对空间概念提出了独特理解与空间定义。其后，赫尔曼哈肯《协

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以及保罗拉索《图解思考》更深入探讨了两种空间观念和

两种要素——形体-构件与结构-系统，这些为空间与形式的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德克萨斯建筑学院提出了一系列的现代建筑教学方法。柯林罗《透

明性》、《拼贴城市》等在空间与形式层面提出了的新理解，如：从“形态-构件”

出发的空间设计和、“结构-系统”引发的空间设计。在“形式追随形式”哈弗系统

的建构方针后探索了形式发现、“透明性：探寻与现代建筑原则相匹配的设计方法”，

与海杜克“九宫格”练习、赫斯里“建筑分析练习”、“方盒子”练习、“菱形住宅”

等一起构成“德州骑警”的现代建筑教学的新方法与思想。

德国包豪斯建筑教育体系则提出“大设计观”，强调空间、形式、材料、建造等，

并引入各类艺术教师进入教学，这一思想在如今仍有广泛影响。上个世纪中后期苏黎

士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以为空间要素和框架方法为基础，提出了“空间的延伸”、

“空间的嵌套”、“文脉中的空间”等基础练习，将空间、构成、功能、建筑、结构

等要素建构为一个综合性的系统。香港中文大学顾大庆等人受苏黎士模式的影响，以

“块—板—杆”三者为基本要素，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联，配合模型材料的运用，

发展出一套空间形式训练的教学体系。国内主流的建筑设计基础教育体系均受其影

响，一系列教学理论和实践探索证实了这一套围绕“形式与空间”核心的教育方式的

正确。

近些年来，国内建筑教育界随着国际交流不断扩大已经认识到传统教学方式的各

种弊端，各大院校在教学计划、教学模式、教学方式上进行了实践性的改革，取得了

较为丰硕的成果。比较典型的有：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韩冬青、朱雷等老师在建筑设

计基础教学中引入“德州骑警”部分经典原理与练习“多米诺”、“空间构成”、“结

构主义”、“方盒子”、“装配构建”等，并与顾大庆教授的空间、形式与建构教学

研究开展交流，提出以“空间操作”为重点的现代主义建筑空间设计及基础教学研究，

在教学中进行空间操作的模式-分析-练习，重新聚焦空间形式本身，探讨空间设计要

素与机制的双重性问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施瑛教授则结合多年教改逐步建立了

“基础专业认知训练、基础表达训练、基础设计训练”三位一体相结合、循序渐进的

建筑设计基础教学体系，形成相对系统“以问题为导向，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辅助解



惑”的教学方式，强调分析、动手、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胡滨、

金燕玲等老师则借鉴国外的以现象学为切入点的叙事性研究成果，将概念训练分解为

功能计划和空间构筑，探索概念生成与构筑生成相互影响下的空间特质，给予学生异

于平常的启发。设计基础教学突破了一般改革只是关注手法和技巧的局限，对于设计

概念的形成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低年级的教学以基础知识巩

固和创新思维培养为主题，重点在于以行为研究为根本，在功能、空间、形式之间寻

求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提升学生总体构思、形式操作、空间组织和功能应对能力。天

津大学建筑学院在建筑低年级设计课中以舒尔茨和弗兰普顿等人的理论为支撑，将空

间作为课程训练的核心，设定了一系列的教学单元，包括：人体尺度认识、城市设计

分析、经典作品学习、立方体训练、空间组合、空间建造。这样的设定保证了学习过

程的可控，实现了由知识被动接受到主动研究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强化了逻辑思维能

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河北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适应时代发展的特点，改

进了低年级课程设计教学模式。着眼于整个课程体系的衔接，以“问题”为教学导向，

设立了场地与场所、功能与形式、材料与建构、工艺与细部一系列专题讲座，对教学

目标、教学方法、教学组织进行了优化，提倡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结合，强调手工

模型的作用，建构出整合低年级课程的教学平台。

除围绕空间本体研究与问题导向之外，国内已有少数一流建筑院校把材料、建构

等物质要素作为设计基础教学的研究重点，建立了材料或建构实验室，进行了材料建

构教学，甚至举办轻质材料建造节等。比如南京大学有专门的建构实验室，东南大学

顾大庆教授主持的建构研习班，北京大学的材料建构实验也已集结成书，同济大学每

年举办的“风语筑”国际建造大赛，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同济大学等在“TECTONIC”

（建构）方面的探索，而湖南大学在这一方面近年来已有所积累，如土木学院的材料

实验室；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基础实验室、数字实验室建筑物理实验室等；乃至于实体

建构工作营、湖南省梦想家“设计艺术节”等。但是将这些散点进行有效整合并形成

完整体系教学方法和理论仍需要进一步凝练。

各大建筑院校在设计基础教学中都关注了空间理论与教学方法的更新，但与技能

训练结合有所不够，有的教学框架设置上较为固定，缺乏灵活性；与二年级后续教学

设置衔接缺乏足够配合；有的题目设置过于陈旧或偏于抽象，学生上手不易。针对这

些问题，本教改项目在汲取他们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构想了基于思维培养与技能训练

的五阶段、五模块的知识结构，多课程介入的多元教学网络平台，该教学网络平台具

有系统性、全面性、整合性、层级性、递进性与灵活性，希冀通过其运用，促进建筑

学与城乡规划专业本科一年级教学质量的有效提高。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1、研究目标：搭建思维培养与技能训练平行交叉的建筑设计基础教学体系

设计基础是建筑学专业学习的起点，以“形式与认知”作为教学重点。（湖南大

学建筑学本科五年的教学重点依次为 “形式与认知、空间与环境、建构与营造、创

作与实践”）。作为整个教学计划的第一环节，思维培养与技能训练平行交叉的设计

基础教学以空间认知和设计为核心，强调分阶段地展开技能训练，同时针对性进行空

间思维培养。教学方法与实践上分为设计启蒙、设计构成、空间认知、空间设计、建

筑设计五个阶段内容；对应设置了表达基础、形式基础、空间基础、场所认知基础、

建构基础五个教学模块。每个模块配套相应的设计题目，题目会针对技能训练与空间

思维提出双向要求，引入“设计性”思维与训练“专业化”技能，以期提升学生基本

能力，掌握基础知识，培养专业素质。五大教学模块之间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以空

间认识为导向，以空间设计训练为主线，按照教学次序交叉呈现于学生面前。教学模

式内在的关联性、逻辑性与学生的专业认知规律相一致，很好地解决了教学过程中学

生在“逻辑性思维”基础上引入“设计性思维”、在“常规化技能”基础上逐步训练

“专业化技能”的教学问题。

2、任务：加强对学生思维与技能的综合能力培养，凝练教学特色。

帮助学生实现从零基础向兼具空间思维与设计技能的顺利转换与过渡。五阶段五

模块的训练建立了一个可灵活调整的教学框架，以“形式与认知”为重点，以空间的

理解与学习为隐含主线，将设计思维、空间构成、空间认知、空间设计、建筑设计等

内容有机整合，让学生能循序渐进的在各方面获得启蒙和提升。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一、设计启蒙阶段设置表达基础模块，通过城市地图与建筑认知学习建筑工

程制图、仿宋字、徒手钢笔画、水彩渲染、计算机辅助制图等，在此基础上综合掌握

概念与分析、识图与测绘、制图与解读。二、设计构成阶段设置形式基础模块通过平

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学习建筑形态构成基础、构成方式与形式美原则，特别

是二维构成与三维模型的转换理解。三、空间认知阶段设置空间基础模块，通过文本

阅读、空间构成等突破传统的单纯形式的狭隘教学视野；强化空间思维与模型建构，

突出概念构思与实体建造的两极。让学生充分认知空间的自由思维与实施技能之间的

巨大鸿沟，从而对综合能力的具体所指有更清晰的认识。四、空间设计阶段设置场所

认知模块，通过认识城市、建筑解析、环境设计学习形态学、行为心理学、人体尺度

等，使得形式与认知的核心最终聚焦于空间及空间的使用。五、建筑设计阶段设置建

构基础模块，通过单元空间，宿舍改造、小品设计甚至轻质建造等多样命题尝试复杂

的空间思维培养以及手绘、电脑制图、手工草模、大比例模型建造多种技能。



3、主要思路：思维培养与技能训练采取主题系列方式，衔接后续课程并奠定整

体教学基础。

思维培养与技能训练在五教学阶段、五教学模块中各有侧重。前期设计启蒙与设

计构成阶段在保证基础知识讲授同时加大技能训练强度，强调基本制图读图，通过课

堂与课后训练使得学生尽快学习、掌握基础技能；中段的空间认知与空间设计阶段则

把思维培养与技能训练并重，“动脑与动手”互相促进，在空间思维认识逐步深化同

时完成专业技能的整体掌握；后期的建筑设计阶段建构基础模块则提出思维空间发散

与技能灵活运用的更高要求，思维培养上强调对空间理解、形式与空间的转换以便顺

利衔接二年一期的单元空间设计，而技能训练则突出综合表达、大小比例模型建构为

后续空间组合、场地介入等埋下伏笔。

教学采取交叉主题系列的方式。主题系列中的构成系列、空间认知系列、空间设

计系列、建构系列等有效整合思维培养与技能训练，把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贯穿一年

级本科学生从“零基础”到“形式与认知”再到“空间与环境”的教学进程中，依次

完成设计启蒙-设计构成-空间认知-空间设计-建筑设计的教学环节，为整体本科教学

的有序展开与深入打下良好的基础。

图 1：五阶段与五教学模块



三、主要工作举措

1、主要工作举措内容

1）完成了国内外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更新完善了湖南大学建筑设计基础教

学理论与相关教改实践。

研究掌握前沿的设计基础教学理论信息，特别是与思维培养、技能训练紧密相关

的轻质建构与建造节等技术与最新动向。收集了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大学、美国佐治亚

理工大学、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等十余所国外大学及清华大学、东南大学、

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建筑学院等开设的设计基础、轻质建

构、建造节等与设计基础教学改革有关的资料，与湖南大学建筑设计基础教学理论结

合，实现了核心课程的迭代优化。

2）整体修订、更新本教改项目对应设计基础的大纲、教学计划、课程组织及教

案内容。这也为设计基础（2）成功申报湖南省线下一流课程，相关成果获得省级等

多项教学成果打下了基础。

优化了湖南大学建筑学院设计基础教学大纲等内容，在教学体系中重点更新与拓

展构成系列、形式认知、空间设计等教学阶段，以五大教学模块有机联系形成整体与

系统。以空间认识为导向，以空间设计训练为主线，按照教学次序交叉呈现于学生面

前，以“设计性思维”的培养与“专业化技能”的训练为教学方法与实践重点改革方

向。教学环节与课题设置围绕思维培养与技能训练展开。思维培养引入“设计性思维”，

强调直觉的重要性；技能训练则增加空间认知、模型分析、实物建造、仿真模拟等多

维方式。教学评价体系更加整体，同时关注思维培养的过程性与技能训练的多样性，

特别是概念与逻辑的生成、模型与材料制作，手绘与电脑表达的平衡等。此外，教学

评价标准也更加多元。在以设计结果为主要基础上，更多考虑过程的重要性、过程的

隐形价值，给予思维导入与技能提升更多的权重。

3）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高校竞赛、实体建造节等活动，拓展教学的多样与可能

性，实现学术竞赛、现场建造、公众参与的融合。

研究着重优化现有教学模块，完善与更新文本阅读、图解表达、空间认知等教学

内容，重点探索 Tectonic 建造教学并尝试模块化、主题化。在压缩教学计划下探索

基础教改中心建造教学的更多可能性。当前设计基础教学整体趋势是强调素质教育，

学生减负，并且在追求较少学生课时的同时提升专业能力。这就必要要求教学安排更

加弹性、动态，充分利用好大小学期之间、暑期实习、设计竞赛等环节。

相关建造教改作为社区参与、乡建介入、学术竞赛的响应行动，成为基础教改中

心教学的教学热点，解决了传统教学难以有效实践、与社会脱节的难题，实现了乡建



介入、学术竞赛、社会传播的多赢。

2、主要工作举措过程

教学改革以提升学生综合设计能力为目标，从学生的学习心理和个体能力差异为

出发点，整体教学改革方案与实践过程分三个阶段开展实施。

1）前期准备：召集课题组成员讨论和制定详细的课题计划，进一步细化研究目

标、课题进度及详细操作的步骤。

2）研究主体阶段：根据课题研究大纲收集和研读相关文献资料，在了解理论基

础后开展调研，对调研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提出改革方案，在与课题小组的成员

研讨后制定教学改革具体内容，包括：纲要、具体目标、各阶段的任务书、实施方式、

考核指标。具体实施以五个教学模块为基础,进行思维培养与技能训练的基础内容与

主题系列的教学，并尝试建立一个横向与纵向多维广度的、多课程介入的教学网络平

台。

3）整理结题：结束根据学生的反馈意见以及教学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结合

调研材料，撰写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优化设计基础课程教学计划与教学组织。梳

理教学成果与团队经验，申报省级金课，主编撰写课程教材，组织省级教学研讨会，

总结教学成果并推广。

图 2：教学多样与可能性（学生作业“木构”）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教改项目自启动到结束，已成湖南大学建筑学与城乡规划两个一级学科专业核心

基础课程内容，教学理论与实践被应用到整个基础教研中心，逐步影响到二、三年级

的教学体系，部分教改经验推广到整个学院设计课程包建设乃至湖南省土木建筑学校

设计基础相关教学；教学课题直接受众超过千余人次，通过评图、展览、竞赛、教材

等环节，间接受众达到数千余人次，项目成果斐然，极大地拓展了湖南大学设计基础

教学、湖大建筑学科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学术影响力。

1、以本课题教改内容为核心，以本课题教研团队为基础，申报并获得了 2019 年

湖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2019 年湖南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9 年 3 月，结合前期的教学积累并以本课题教改为重点，课题主持人申报并

获得了 2019 年湖南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从纸上建筑学到建造建筑学——设计+建

造 Tectonic 开放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作为主要参与人组织申报并获得 2019 年湖

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

2、在本课题教改持续推动下，课题教学团队主持的设计基础（2）课程申报并获

得了 2020 年湖南省线下一流课程（省级金课）。

图 5：2019 年湖南省教学成果三等奖，2019 年湖南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图 6：项目课程(主持人：钟力力）获评 2020 年湖南省线下一流课程



3、以设计基础教改为重点，打造教学体系专业基础教学平台。

自开展本课题教改后，课题组按照教改计划的时间和思路，分年度组织了建筑学、

城乡规划专业的设计基础教学工作，通过教改、评图、展览与总结，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成果在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展厅开设展览，受到广大师生好评，并引起

省内相关媒体及网站 APP 推送与关注，项目主持人受邀在 2019 年“全国高等学校建

筑（类）专业基础教学研讨会”作主题报告，受到了国内同仁的一致好评。

2024 年项目主持人及教学团队召集组织了湖南省土木建筑高校设计基础教学首

次研讨会暨 2023 级全体本科生设计基础课程作品展览，极大推动了建筑设计基础教

学在湖南省土木建筑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图 7：新教学体系与专业基础教学平台



4、在 2019 同济大学国际建造节暨 2019 “风语筑”塑料中空板建筑设计建造竞

赛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国内外 300 名大学一年级学生、48 栋中空板建筑，2019 同济大学国际建造节暨

2019 “风语筑”塑料中空板建筑设计建造竞赛活动于 2019 年 6 月 6 日-9 日举行。

开始于 2007 年的同济大学建造节，是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指导委员会（2019 年

更名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指导下的国际性实验邀请赛。

通过这个建造实践，学生们将获得对材料性能、建造方式及过程的感性和理性认识；

同时，通过在建筑空间中进行的活动体验，初步把握建筑的使用功能、人体尺度、空

间形态以及建筑物理、技术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充分激发和调动师生建筑设计的热情

和创意。

通过特邀专家评委团专业而认真的评选，本次竞赛共产生了 27 个获奖参赛队，

包括一等奖 3名，二等奖 6名，三等奖 9名，优胜奖 9名。其中获得一等奖的三个参

赛队分别来自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大学、奥地利格拉兹工业大学和中国湖南大学。本成

果得到了国内外建筑高校同行的广泛好评并产生巨大学术影响，标志着湖南大学乃的

建构设计及设计基础相关教学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

图 9：2019 同济大学高校建造竞赛暨“风语筑”建筑设计建造竞赛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图 8：2024 湖南省土木建筑高校设计基础教学首次研讨会暨 2023 级本科生设计基础课程作品展览



5、课题教学团队在 2021 年湖南省梦想家“设计艺术节”中荣获一等奖。

湖南省“梦想家”建造节是中部地区规模最大的高校建造节，项目主持人及教学

团队一直作为主办单位组织者积极推动并参与，连续三届建造竞赛活动取得优异成

绩。2021 年课题教师指导的两只代表队均获得了 2021 年湖南省梦想家“设计艺术节”

一等奖（共两个），这一结果得到了国内外参赛高校同行的广泛好评并产生良好的社

会反响，也提升了湖南大学在湖南省乃至国内设计基础、轻质建造教学。

6、编写教材 1部。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基础教学优秀成果汇编（2015-2021）》,项目主持人钟力力

为执行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年份：2022 年。

图 10：教材《设计的起点 认知与启蒙》

7、课题团队撰写教改论文数篇，主持人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4篇。

（1）钟力力、魏春雨：柔化与层叠——湖南临武文体广电中心，新建筑，CSSCI，卷

期号 184,2019（3），页码 58-61

（2）钟力力、魏春雨、李毅飞：地景再造——中南大学大学科技园，新建筑，CSSCI，

卷期号 194,2021（1），页码 70-73

（3）钟力力、汪佩颍：钟力力：在地湖南，在地中国，中外建筑，卷期号 250,2022

（2），页码 1-7

（4）钟力力、魏春雨：复杂环境的在地应答，中外建筑，卷期号 250,2022（2），页

码 8-19

（5）邹敏、钟力力、章为：多元教学模块有机融合的设计基础教学——以湖南大学

为例，2022 中国高等学校建筑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2022（11）



8、教改的教案及指导学生作业在 2019 年“全国高等学校建筑设计教案和教学成

果评选”获评优秀教案与优秀作业。

以题研究相关内容与教学教改成果为基础，教案“寝室+大学生居住单元设计”

及学生作业在 2019 年“全国高等学校建筑设计教案和教学成果评选”获评优秀教案

与优秀作业。

图 11：2019 年“全国高等学校建筑设计教案和教学成果评选”获奖优秀作业

图 9：2019 年“全国高等学校建筑设计教案和教学成果评选”获奖优秀作业（部分）



9、获得湖南大学优秀创新创业指导教师、湖南大学天安·水石奖、指导相关设

计竞赛获设计研习获奖等。

钟力力老师获得 2018、2019 年湖南大学优秀创新创业指导教师。

钟力力作为第一导师指导学生参加 2018 第三届国际高校建造大赛获得优秀奖、

2020 年暑期三下乡实践暨创新设计研习中获得一等奖。

课题组教师申报及学院评审，以课题组教师与相关同学暑期建构活动成果为基

础，获得 2018 年天安·水石优秀教学改革奖。

10、其他

钟力力、罗荩指导作品“竹台轩”在“趣村夏木塘”——2018 第三届国际高校建

造大赛荣获优秀奖，2018

钟力力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完成的郑州龙湖金融中心四区 C4-09 地块荣获 2023

年度湖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2023

钟力力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完成的中南大学大学科技园荣获 2021 年度湖南省优

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2021

钟力力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完成的常德财鑫广场荣获 2021 年度湖南省优秀工程

勘察设计二等奖，2021

钟力力作为项目主要参与人完成的湖南大学理工楼荣获 2020 年度湖南省优秀工

程勘察设计二等奖，2020

钟力力作为项目主要负责人完成的临武文体广电中心荣获 2018 年度湖南省优秀

工程勘察设计二等奖，2019

钟力力指导学生作业“双旋径”在 2020 年东南۰中国建筑新人赛中进入前 100 名

TOP100，2020.9

钟力力指导学生张薏作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阎桂房村”在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2020 年暑期三下乡实践暨创新设计研习中荣获一等奖，2020.9

邹敏、钟力力、章为、宋明星、苗欣主持“以多元认知融合”为导向的建筑设计

基础课程教学模块研究获评 2019 年湖南省省级教改课题，2019.9

湖南大学教务处、建筑与规划学院建筑系，建筑学院一楼交流厅，一年级设计基

础平行课程包建设探讨，钟力力主持，2019.4

湖南省土木建筑高校设计基础教学首次研讨会，钟力力主持，2024.1

湖南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 2023 级全体本科生设计基础课程作品展览，钟力力策

展与主持，2024.1



五、特色和创新点

1、利用多学科综合平台与师资实施模块教学教改

充分利用本院建筑学、城乡规划专业，基础教研中心，土木、材料等学科平台与

师资实施模块化教学。目前，已经在空间构成、建筑设计、材料建构等方向取得较好

的教学成果。改变现有建筑学本科一年级课程体系相对分散，设计概论、模型制作等

与设计基础配合不够、设计基础课与二年级的教学内容各自为政的情况。建立一个多

课程介入的教学网络平台。

2、强调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加强技能训练

注重新软件、新技术、新材料的尝试与应用，在三维模拟、模型实践、材料建构

等领域进行了新的尝试，凝练课程特色。技能训练重点加强综合能力与多元表达。在

保持手工绘图技能训练基础上，大大拓展对新技能的学习与运用，如：城市地图、调

研分析、模型制作、轻质建造等。通过设计基础的技能训练，学生能熟练掌握建筑绘

图、撰写报告、手工模型等；也能基本掌握部分计算机辅助设计、材料处理、轻质建

造等复杂技能。这些也为后续的建筑设计、材料构造、模型表达等课程提供技能储备。

3、以“形式与认知”为重点，空间为核心，模块串联、层级递进

强调内容的系列递进与主题细分，优化空间认知与设计的内在关联。横向上，整

合设计概论、模型制作实践、建筑与环境概念设计、轻质建造等课程资源。纵向上，

设计基础开始之初则充分考虑本科一年级新生特点，加强对高中阶段知识延续与建筑

学的专业启蒙，通过课外专业阅读、手绘钢笔画、城市认知、艺术赏析等与课内的教

学内容关联；而在课程末端则通过建筑设计阶段的建筑名作解析、空间构成与设计、

模型建构、小建筑设计等对接二年一期的基础教学模块：单元体空间的设计、空间的

划分与组合、场地的介入。为后续的二年级教学内容打下设计思维与专业技能的扎实

基础。

4、组织实施特色鲜明的开放式教学

结合国内外高校竞赛、工作营、公共评图、现场建造等，建立开放式教学的交流

平台，加强教学教改中的设计思维培养。强调学会并运用空间思维与图解思考。在五

个阶段与五个教学模块中，强调对“形式与空间”的认知，在理工科新生逻辑性思维

为主基础上，引入“设计性思维”。在设计之初强调对形式空间的理解、感性思维、

偶然性与非逻辑性、鼓励思维发散与开放；随着设计深入，则把空间思维的重点切换

到图解思考的方式，将以往相对模糊抽象的设计构思转化为条理清晰、前后关联的图

示思维。通过图解思考逐步让同学学会“手脑合一”。



图 12：湖南大学优秀创新创业指导教师、湖南大学天安·水石奖等奖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