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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重要的构成部

分。而目前海量的工程建筑建设量意味着与日

俱增的建筑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与此同时，不

断的科技进步作用于建筑领域，产生了许多的

新的学术分支，如建筑工业化、装配式建筑、

绿色建筑以及信息化建筑等等 [1]，其对于建筑

师的学习、研究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我

国建筑产业不断扩张发展的同时，建筑教育的

规模也在日益增长。即便如此，在面对日益更

新的理论体系，国内相对传统的建筑设计教学

在具体实践应用上面临了新的挑战。因此，从

国内外建筑学教育的现状出发，以东南大学建

筑学院以及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这

两所享誉中外的学院为分析对象，剖析其教育

模式的各自优点，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

1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培养

创立于 1927 年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是

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开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

筑学专业体系高水准、高平台，建筑学科为一

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下设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建筑历史与理论及遗产保护、建筑技术科学等

二级学科 [2]。

1.1 研究方向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建筑设计及其理

论，此方向按研究人数计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最大研究专业分支，包含建筑设计理论与方法、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室内设计理论与方法、

建筑运算与应用四个专业方向；第二类为建筑

历史与理论及遗产保护；第三类为建筑技术科

学。

1.2 培养目标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

培养强调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能力并重。在为

期一般为 3 年的培养时间内，硕士研究生需

要学习并掌握建筑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并通过一定的实践来了解解决工程问题的

技术方法与手段，通过专项的学术前沿课程熟

悉专业前沿，了解相关交叉学科领域，最终成

为一个同时具备学科内专业知识研究能力与工

程项目实际设计操作能力的硕士学历人员。

1.3 论文与实践

工程实践操作同时也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的重

要来源。作为专业硕士研究生，其应具备较强

的实践操作经验与设计能力。其毕业设计论文

一般鼓励针对硕士研究生在实践期间围绕具体

实践操作项目期间遇到的学术问题进行描述、

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实践设计应具有学术价

值和实践意义，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此外，

与硕士研究生的导师的研究方向相同以及具备

应用前景与创新价值也是毕业论文选题不可或

缺的。

1.4 小结

可以看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全日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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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培养强调学术研究与实践操作并

重。在学术研究方面，追踪学科前沿、学科交

叉融合以及追求研究深度 [3] 是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特征。而在

实践操作方面，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的共同指

导以及实践项目的实际操作使得硕士研究生的

理论知识体系与实践操作经验能够形成有机循

环。此外，强调毕业论文的问题研究来自于实

践操作的经验能够促使硕士研究生在实践中发

现问题，这有助于培养能够在实践中发现、研

究并解决问题的实践与学术并重的建筑学专业

人才。

2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M.Arch 

硕士生培养

隶属于伦敦大学学院的巴特莱特建筑学院

是该大学最负盛名的学院之一，同时也是世界

范围内具备相当认可度的最顶尖建筑学院之

一。其设计和研究覆盖了建筑学、城市规划、

景观设计、发展规划、建筑项目管理及其他空

间研究领域。学院以提出空间句法理论（Space 

Syntax Theory）而享誉全球。在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建筑学专业排名中，巴特莱特建筑学

院位列欧洲第一、全球第二，仅次于麻省理工

建筑学院。

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阶段大体可

以分为两个培养模式。第一个模式为隶属于皇

家建筑师协会培养体系的专业认证培养方案学

历教育。其教育模式为：在结束为期 36 个月

的本科阶段学习并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之后，

研习人员可申请并进行为期 24 个月的硕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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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阶段学习，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第二个

模式为 B-Pro 建筑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针对

于海外或不需要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认证的学

生进行硕士教育。学生进入不同方向的研究小

组进行为期 12 个月的研究性设计。但这两个

模式相同的是，学生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兴

趣及研究方向进行选组并通过专业领域的导师

面试来确定最终的硕士生研究方向。而这种与

建筑相关的研究方向往往差异性巨大。例如在

B-Pro 建筑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内容下，建筑设

计方向就有 8 个研究方向（2017 年），而城

市设计方向则有 6个研究方向。院系分支众多，

而不同的研究方向差异性大，也会导致不同的

研究生对于建筑学硕士教育的理解大相径庭。

故为避免由于不理解而造成的描述不准确，笔

者只将范围缩小，描述笔者所经历的 B-Pro 建

筑硕士研究生城市设计方向的研究教育体系，

展示巴特莱特建筑硕士生教育的一个方面。

2.1 城市设计研究单元

2.1.1 人 为地 形类型学（Anthropogenic 

Topographies）

该组集中于研究地域与地质与城市的关

系。不同的地质肌理与地形框架对于城市布置

以及城市与景观的融合都会产生较强影响。对

于地形学的研究以及城市系统的结合会对结合

地形的城市设计以及景观城市的生成产生有益

影响。

2.1.2 电子游戏城市设计（Videogame 

Urbanism）

该组的研究角度较为独特，为用电子游戏

设计作为手段进行城市设计的探讨。但值得注

意的是，其并非是单纯的娱乐性质。在游戏设

计系统中，通过滚动、翻转、叠加以及对撞、

粘合建筑元素等在游戏中较为平常但在实际世

界中基本不可能实现的操作，基于一定理论而

并非完全自由来生成城市组团与建筑组合，并

针对生成结果进行优化从而从新奇的角度探讨

城市的生长规律。

2.1.3 大数据城市（Big Data City）

该组着重研究大数据和机器深度学习在城

市设计中的应用。具体来讲，不同的数据，如风、

城市噪声、人流方向、车行流线等三维数据均

会对城市布局以及城市建筑配置的最优解产生

影响。该小组将设计中的环境条件分为人为和

自然条件并带入到设计决策中，探讨具备数据

带入特征的城市设计流程。

2.1.4 城市形态实验室（Urban Morphogenesis 

Lab）

该组将生物学中的组织生成形式代入城市

组织的生成中。例如，组建一定的框架并将其

当作城市基本的结构模型，并让蚕在结构中做

网结丝，通过连成整体的多个蚕丝网络的空间

关系来探索非直线性的三维城市空间结构，试

图用生物学与计算智能的形式重新界定城市空

间结构的生成模式。

2.1.5大城市建筑（Large City Architecture）

该组将类型学这一建筑与城市设计传统学

科进一步进行纯化，使用该方法提取城市中的

建筑元素用以模拟城市空间结构关系。基于类

型学的空间结构关系的分析使得研究者基于研

究成果，使用建筑元素以及城市要素进行城市

空间结构组合，从而融合城市与建筑。最终研

究方向为，建筑空间与城市空间无明显边界，

城市空间同时存在于建筑空间中。

2.1.6 基 础 设 施 大 规 模 干 预 与 定 制

（Bridging Across Mass Customization）

该小组研究并探讨大数据对于城市基础设

施布局的影响。通过研究大数据发展的最新前

沿，基于城市使用者的用户前端访问数据以及

后端计算机的深度计算，提升大数据对于城市

动线、空间结构以及建筑布局的影响，优化城

市基础设施布置的决策，提升城市干预的效率。

3 两校建筑学硕士培养模式的异同

3.1 对于培养目标的定位差异

对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而言，其硕士培养

过程强调先进行牢固的理论基础教育，然后通

过设计课程以及工程实践等实际操作巩固已有

知识理论体系。一方面，牢固的基础理论教育

是通过持续一年的授课来实现的，讲究导师教

育与传承的理论课程能够帮助研究生快速建立

树状的学科理论体系，包括建筑设计方法、城

市设计方法、现代建筑理论等等。就结果而言，

由于在培养过程中的练习，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培养出的硕士生在保持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的

同时，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除此之外，

有了一定研究能力的加持，其研究生在走上工

作岗位之后能够在设计、绘图的同时，不断的

研究设计主体并加以改进。这项能力在用人单

位，尤其是重视创造性思维的设计部门中是非

常珍贵的。

而对于巴特莱特建筑学院而言，其硕士的

培养由于培养时间较短，强调在为期一年的设

计课程中同步进行历史与理论等建筑主体知识

的摄入，之后在不断的设计与改进流程中强化

设计与技术、理论与历史相关知识的关联与研

究。而这种培养模式相较于发现实际项目中的

问题并解决问题，更加偏重于对设计未知的探

索。故而巴特莱特建筑学院培养出的研究生相

较于改进实际项目，其能力更加偏重于对不设

有具体目标的、偏实验性的设计的探索。

3.2 对于未来趋势应对的不同策略

由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培养硕士生时，设

有工程实践环节，故而其整体教学强调设计可

行性。具体来说，在设计教育过程中，导师常

常强调研究生相较于本科生要具备更高的专业

性，要重视设计的可实现、可落地性。这样的

硕士生在毕业后走入工作岗位时，角色转换相

对较快，但就理论研究方面却存在对于未来探

索的相对进展较慢。

不同的是，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研究生教

学在面对未来的可行性时，不设有具体的问题

及目标，其研究方式具有浓厚的实验性质 [4]。

各个不同方向的研究小组针对基于他们理论框

架的对于未来的理解从各个方向进行探讨。此

外，在具体设计研究过程中，设计项目往往和

实践项目没有关联，想法往往天马行空。就总

体而言，其模式更像是先提出想法，再根据既

有理论想办法论证其合理性与逻辑性的实验型

研究 [5]。

3.3 对于设计广度与深度的相似追求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教育与巴特莱特

建筑学院研究生教育同样追求设计的深度与广

度。对于两个学院研究生而言，设计的深度都

在于在设计之初要充分了解既有条件、建筑与

城市的历史与文化等影响设计决策的深层次要

素，而在设计时有完整的逻辑生成过程而并非

凭空而来的设计。而两个学院研究生对于设计

广度的理解则有着些微不同的差异。

小结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与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

特建筑学院在硕士生的培养上存在一定的差

异。总的来说，以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为代表的

国内的研究生教学体系重视理论积累的同时

也重视以理论为升华途径的设计实践，同时，

其设计理论研究更多地强调以确定的目标为导

向。而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研究生教学体系更

具备实验性质，不设目标，注重未来的更多可

能性并通过学科交叉的方式将看似不切实际的

幻想与学科前沿之间建立坚实的理论逻辑。这

两种教育模式都具备各自的独特优势。然而，

在科技更新与城市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的前提

下，我国建筑学研究生教育应汲取国外同行教

育之精华，在培养过程中强调不预设具体目标

的开放性思考，在保证学习与工作对接转换快

这一国内教育的优势的同时，强化实验型教育。

这对于培养中国的、有国际视野的建筑师是大

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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