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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是为人类创造生存环境．集科学

与艺术为一身的综台性学科。无论是人文意义

上的建筑学，还是科技意义上的建筑学，其本

质都是创新。建筑类人才因而E别于一般的

人才资源，吼创新素质为榱心特征。建筑教育
的重心即是对创新人才的培养．m。创新”传

奇享誉目际的荚国建筑师协会建筑学校(M
scllod of～ch计ec}u悖)．在当代建筑教育界

是个公认的典范。它秉承独特的创新精神．

m经160多年的发展和自覆超越，输出了大批

建筑规划、景观设计领域的精英人物，在国际

设计教育领域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和极高的
国际声誉。众多当代炙手可热的明星建筑师．

如扎略哈迪德(ZahaHadid)、冒库哈斯(Bern
Koolhaas)、伯纳屈米(Benard Tschumil

等部是AA的毕业生。AA作为这所学校的简称．

已经成为具有神秘传奇色彩且脍蛊人口的代号。

而它所指代的核心价值正是“创新”二宇。AA

的成功为当代建筑设计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种

新的教育观念，示范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它

不仅是创新人才孵化的摇
篮．也是前卫建筑思想和文
化的发生器．

A^座落在伦敦贝德弗

特广场fBedford Squarel

_上，乔治亚风格建筑的^口

后．延伸出一个猿窄且有

些老旧的空间。AA最具影

响力的创新能量就在这个
由月促的楼梯连接的数层

空间中孕育、流动并进发。

事实证明．这个建筑教育界

的。创新”传奇与优越的

物理环境或柳质条件无关。

邢幺AA学生的创新特质究

竟是怎样炼成的_驴

作为一所建筑教育机

构，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根

本目标。但AA与其他建筑

院校有所T同的是，它的

人才培养定位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设计工作者，而是

建筑界的精共和领袖人才．

甩AA自B的话说．其“中

心任务的～部分”是“为

未来建筑时代打造世界级

的领袖，而在这个时代，

建筑是种职业、一种文

化，以疆人类求索的一种形

式”-AA的创新是一种内

在气质性的学院文化．体

现在“学生、教师为主傩的

整体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硬具有独创思想、形式，

创新的功能技术与创新社会价值的设计作品．
AA正是通过选一文化的隐性教育功能．使学

生体现出整体的创新持质．同时，AA学生创

新能力的培养则是通过立体的教学攫式和多元

创新的教学方法来实现的。

1何谓创新人才7
20世纪初，美籍奥地利经济学象熊彼德

(Schumpeter Joseph Aids)在‘经济发

展理论'一书中把。创新”定义为。新的或重

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经济系统

的过程”．创新是一种具有新颖性、独特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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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舟t丁玉红(1975‘)．童．璺旦大学艺术设计系讲师．从事环№设计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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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性的行为。

所谓创新^才是指具有创新辅神的创造型

人才，即同时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

能力的人才．其核心是创新思维．创新意识是

关于“为什☆要创新”，即创新动力的问器：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则解决“如何创新”的问

艇，前者解决如何形成刨新的思想、理论及设

计，后者则解决如何把创新的思想、理论及设

计转化为实辱的精神产S或物质产品．换言之．

刨新意识是实现创造发明的前提与动力．对于

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创新思

维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基础与核心．决定

7创新能力发挥的有效性。日见．创新人才的

培葬最重要的就是对创新思维的培养，印发散
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逻辑思维、辨证

思维和横纵思维等。

2开放交融的学术氛围：创新
意识的启蒙

任何环境都是由^和人的活动所组成的·

环境中各成员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所体现出的羹

傩心理定势．所反映出的统一观念形态和价值

取向．目构成了它的文化。环境、人与文化是

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AA成功地营造了一个无以伦比的薮一学

环境．并构建了独特的学院文化．对置身其淘

的求知者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和塑造力。

具体体现在目方i．其．AA设立了一个面

对全球开放的目目交流平台，或者说，一个当

代语境T的。大建铕”学术论坛(讨论广义范

聃的建筑问题)。它广泛￡■了活跃于世界各

国的建筑设计师-建筑教育家、学者、评论家、

跨学科的设计实践者等等．以每晚6时的讲座

惯倒和T定期的主题罾桌会议来传播与建筑相

关的各种先锋思想、国际动态，分享理论研究

的新成果和设计实践的新方镕。其二，AA非常

注重国际化的师资目队建设。不仅在数量上持

续保证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超高师生比例．为

一对一辅导和个性化培养提供条件．同时在师
资结构±科学配备不同背景和专长的优秀^才，

创造多元、全面的智力环境．同时．AA还不定期、

有计划地外聘专家作为窖座教学颐问、讲师替，

为日常教学活动注^新的活力，在一种开放、

E主的氛噩中鼓励学生自自思考．互动交流。

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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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学术环境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特征．是

创新文化产生的前提．也是创新活力的源泉·

各种剖新的思想、观念、文化在此交￡、碰撞

所产生的教一学辐射力霞影响力冲破了I作室
的围墙．超越T课程计划的界限．不仅开嘲T
学生的视野，谓动其广度丑深匿的认知和思考，

并且各种先锋思想、成果的熏陶，对学生创新

意识的启蒙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3研究型课题的教学组织：创
新思维的诱导

研究型学日是有别于传统接受性学目的一

种新型教一学方式．它更关注学习的过程．而

非结果．研究性学习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创设一

种娄似于科学研究的情景和速径．目i导学生主

动探索、发现和体验．学会对大■信息进行收

集、分析和判断．从而增进思考力和创造力．

培养发现问最、提出问题、解决问墨的能力。
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是否掌担莱个具体

的知识点并T重要．关键是能否对所学的知识

有薪选择、判断、解释、运用．最终有新发现、

有珩创造．

国}晶体建蕺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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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学目的核心是谋最的选择和教学韵
组织·课题是研究塑教学的战略起点，决定了

教学研究的方向、冉客、水平和价值。谭题应

该是新颖的、独创性的、科学可行的．且必须

是有意义的．而教学组织则是推进瀑艟研究的

关键．或功的教学组织需要对学生学习的并趣

和创新思维能力进行全方面地调动。

AA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弊绝非一鞠一夕的

速成．而是一种循循善诱的积累。自一年级开

始．AA鞋以工作室为单位开展课题研究型教学。

AA重视项目课题的时效性、前瞻性、研兜性、
多元性和创新性。课题的层次和广度反缺了训

练学生的维度和方面。有的课题紧扣社会发展、

经济发晨和科学技术发展．引导学生击关注当

代问题．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思考、目应这些问题，
为最终成为有社会蠹任意识和优惠意识的战珞

型设计精荚作准备。有的课题则引导学生在实
验中攮索创新的规律和方法。以}ntermediate

I为饼．这个工作室致力于将以过程为基础的

设计方法同对建筑物理表现的兴趣相交织．并
往返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转化。∞08年以开发

矿物建蟪，无机建毓(minoT『al orch计ec}ue)

为主题，通过开放性的探索，求解一种具有内

在性(intetioei～)、坚同性(so州耐)和稳定
性(groundednessI的建筑形式方案-该谭题

的源起是为响应当前建筑创作对复杂几何体的

审美儡好．且突破现状研究中搜将几何体物化

为结构而非空间的月限性。该课题的数学组织

或者说研究计划大致分为以下步骤：

(”对矿物晶体进行罘样研究，界定其

结构或几何的可能性．及其材科S质，从而建

立一个形式和材科系统的详细清单．(2)在

这些形式±作进一步变形和转化．建构出以规

则为基础的犀型建筑的形式，m大厅空间的

意雷进行蔫试：(3)以这个原型作为构成一

个更太空问聚合体的基本单元体+针对伦敦

某基地上一特定的公共建筑而演化出一系列

草样：(4)通过探索整体结构(monolfthic

construction)和单一材料成型的潜力．尝试

为几何体开发居住性s质．并以一种经济的方

式达成。砖材和其他整体材料的使用成为技术
研发的重心．

在整个学年挥棠矿物建筑的教学过程中．
AA为学生提供了～系列调研考察的机会．使

学生置身于当代致力于相关研究与创作实践
的艺术束、建筑师的环境中，获得感悟，澈
发创新思维(圈”。其中．组织学生前拄柏

林和墨西哥研习’水晶链’组台(‘OVstol
cha∽’group)和俄罗斯构成主义派的作目．

二者均深津麻进于水晶的形式潜质．而其各自

的观忠和方法对学生的创造性思考^有不同层
面的引导和岛发．

从培养创新思维的角度而言．以谭题为基

础的研究型教学．充分调动和激活了学生的主
动掌知欲+使思维处于开放韵活跃状态，不同

于既有理论和固定模式．鼓励发散性和求异性

思考．拓展思路、扩大思维空间(图2、3)．

因此．上述谭题化教学实质上是一个最创过程
的穿越．学生在针对目标进行研究求解的演习

中掌握了一套激发席创思维的方法。而方法的

获得可以通过举一反三．进一步帮助学生创造

性地解决更多娄似的问题。所谓“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这正是研究型教学训
练创新思维的优势所在。

维对行为的指导最终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检验、

在试错的过程中得肚纠正和逐步或熟。实跷活

动中所包台的探索的乐趣和尝试成败的情感体
验．部是提炼创新能力的催化荆。

AA的。实验教育法”正是尝试更有效地

将实睦环节整台到教学计划中的一种创新模式。

它包含几方面的持点(1)被称为UNIT系统的．

拜年度、以项目为艇动的教学模式(科秭ect-

drivenpedagogy)：(2)打破基础的目队台作
(3)动手制造：雁型制作的实践演习o

4 I un计教学摸式与项目驱动制
AA的unI数学制度．并非筒单地将学生

分为从事不同建筑类型设计的小组．而是致力

于各种与建筑相关的专门化研究．比如专门研

究材料的UNITl．专攻参数化设计的LJNIT8等等。
这一教育模式使学生所掌柱的技能和专长，m

及思想和理论舍比。面面俱科，平均使力。的
一把抓教育攥式要深透得多。

项目驱动法是在uni}内部使用的实验型教

学方式．它能够提供捶拟职业环境、职业工作

状态的情景式教育．使学生直接面临各种设计
工作中会遭遇的问题和挑战．通过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经历．培养职业建筑师所

需要具备的各种能力和素质。

4．2打破基础的团队合作：协作式学习
万方数据



在教学活动展开不目的节点．AA学院常

台组织怔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的交叉合作，

币同unit阃的合作．在灵活动态的教学形式

P生多样的体验和认知。比如．一年级的学

在一个学期中会有多次轮换分组．并指定不

的导师负责千同的谭赶。这样．学生可以最

兜享有教学资源．丑取他人的经验和长处．

最快地适＆变化的环境，学会与不同韵人沟

．又比如．2008年AA一年级学生在第二学

与Ⅸpkum03的学生台作，创作关于场地可

线条的短片(历时2分钟)。通过这种跨年

的合作，加强学生对不同教学环节的综合理

，夏活使用鲁阶段获得的方法和技能：同时

酿年级的界限．增进交流和讨论．在相互协

中学习，集思广益，促进不同观点的碰撞，

铰短时间内使母一位台作成员都对同一复采

髓获得多方面的深^认识．培养辩证思维、

救思维、求异思维和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

结台作的精神。

4．3动手铸造原型割作的衷践演习
辨耕造是将纸上的设计方案变为现实的建

物．使设计认知从抽象变为具体、感性的过程，

毽陧中可望收获的宴跷经验对设计师的成长是
书宝贵、不可或缺的。设计的细节问艇一定是

制作中暴露的。只有亲历亲为的动手制作自己
设计．才金发现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才能运
摸索出科学可行的最佳解决方案．

激发构思夏盛的事物或现象．在心理学±
之为。库型“。原型设计是一种创作思维的

法．它的出现为创作赋予了一十独特的构思

立意。原型之所吼具有启发作用．关键在于

原型与目标问题之间有”莱些或显或隐的蒜同

点或相似点1，或者说原型结构是针对一娄问

题产生的基本解决方案．它具有衍生发展舫空

问．从一个原型可以生发出种种不同的变异悻。

如果说朦型设计是创新思维运转．形戚独

创性建筑方案的过程．而原型制造Ⅲq是对创新

思维产物的实体化过程，并伴随论证、幢测和

调试．对创新思维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原型制

作作为一种具体的实践手段，是培养创新能力

∞^雠径。
AA建筑学院在2009年开展的。设计+制

造1项目．就是关注乡村场景、可更新的建造

方法．以开发可持续建筑原型为目标的一个动
手实践的项目．项目的源起是：21世纪新时期

新的气候背景T，城市和多村的关系改变导致

当代建筑实践和文化的相应转变．而与乡村场

所有关的新问题延伸出一系列传统教育和职业
方法之外的新的机遇和挑战。。设计+制造“

项目旨在重新界定当f谢文化，对2i世纪乡
村社区、自然景观和可持续生态的现实问题作
出回应．连一主蔑本身显然就将教学活动设定

f一个创新的起点．是以往的建筑教育所没有

触及的新※社会问题。项目发生在一个拥有自

然美景的森林工场．以现场为基地，为期16个
月。由学生、导师、技术顾问和工匠组成项目

团队，一起致力于设计并建造小规模、可持续、

关注生态的建筑原型。项目期间穿插各种设计、
生态和材料的讲座、座谈．并伴随再生材科．

代用材科的实验．

临时廊亭结构的设计竞赛是AA续真的教

学项目．它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是非常深斑和全

目7-A^学生建造场景

面的。以设计研究实验室(DRL)10周年庆典

为主题的廊亭设计竞赛为倒．对AA项目驱动

的教学模式可见一斑。竞赛的核心是结构创新

设计．要求利用一种常规意义上的贴面材料：
13㈣厚增强纤维水泥板．作为结构材料来建
造10mxl∞’x5m的临时亭装置。经过甄选
产生的优胜方案．将由一支学生小组在专业结

柯工程顾问团的指导下进行深化设计．然后在
专业水混。司生产．并由学生在AA教学广场

上动手组装，搭建出l I实物(田4、5)·

项目驱动的教学．覆盖了^L概念生成割工程建

造的盒过程，使学生经历7概忠构思、方案深化、

结构设计、细部优化、生产及组装辞各个环节．
训练了结椅创新韵思雏方法和生产实践的全面

技能。动手制造的实践环节在项目驱动的教学
模式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完

善和创新能力的铸就(闰6、7)．
综上可见，AA针对建筑设计人才。创新’

持质的培养，归根结雇．是集创新意识的启鼙。

创新思维的诱导．以及创新能力的铸造为—体
的综合教育模式。AA敬学模式的创新．以课

题化的研究型教学和项目驱动的实践性教学为

核心特征，塑遗了动态、时效、广博、专浑曲

教学￡质．反观我国建筑教育长期以来圈于建

筑功能类型训练的单一教学模式．AA无疑开
辟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才培#的立体维度．

为当代中自建筑教育的创新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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