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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社会,建筑设计行业正经历着快速发展和变革,为适应此变化,建筑设计教育也需要不断

更新和改进,在“产学研协同”视角下,建筑设计课程教改变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更新教

学理念、贴近实际需求、优化整合教学资源等路径与方法,实现建筑设计课程与产业发展的紧密对接,

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和竞争力,望为建筑设计教育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推动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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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industry is experiencing rapi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In 

order to adapt to this change, architectural design education also needs to be constantly updated and improv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curriculum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how to realize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architectural design curriculum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y updating the teaching 

concept, getting close to the actual demand, optimizing and integrating teaching resources, improve the practical 

abi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students, hope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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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建筑设计领域,教育角色愈发重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

需求的日益变化,建筑设计教育需要与时俱进,适应行业的发展

需求。在“产学研协同”背景下,建筑设计课程教改成为当下急

需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更新教学理

念、贴近实际需求、优化整合教学资源等路径与方法,实现建筑

设计课程现代化转型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1 “产学研协同”视域下建筑设计课程教改背景及

意义 

在“产学研协同”视角下建筑设计课程教学改革,是提高建

筑教育质量和相关性的重要一步。该方法认识到在学术界、工

业界和研究机构之间建立强有力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以便让学

生更好地为建筑专业的挑战做好准备,此教学改革背景在于快

速发展的建筑行业,它需要具有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和创新思维

的专业人才。传统建筑教育通常侧重于理论方面,让学生对该行

业的动态本质毫无准备,通过将行业伙伴关系和研究合作纳入

课程,学生可获得实践经验,接触现实世界项目,并获得尖端技

术,从而弥合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通过与行业专业人士接触

和参与合作项目,学生可对行业趋势、挑战和最佳实践有更深入

的理解,该方法通过鼓励不同学科之间跨学科合作和知识交流

促进创新和创造力,通过整合来自研究机构和跨学科领域见解,

学生可对建筑设计获得更广泛视角,从而获得更多创新和可持

续的解决方案。通过促进与行业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学术界可

调整课程以满足行业需求,确保毕业生具备建筑学成功职业生

涯所需的技能和知识,促进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文化,鼓励学生

继续掌握该领域的新趋势和技术[1]。 

2 “产学研协同”视域下建筑设计课程教改的路径

与方法 

2.1更新教学理念 

在“产学研协同”的视域下,建筑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并非

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细致规划、分步实施,构建紧密的产学研合

作关系是关键。学校应主动与建筑行业领军企业、研究机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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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设计课程内容,使教学更贴近行业

实际需求。通过引入尖端建筑设计概念和技术,并强调创新思维

和实践能力培训,教育者可更好地让学生在竞争和快速发展的

建筑领域茁壮成长。更新教学理念一种方法是将建筑设计概念

和技术的最新进展纳入课程,包括教学生关于可持续设计实践、

数字制造技术、参数建模、建筑信息建模(BIM),以及其他正在

塑造建筑未来的创新工具和方法[2]。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绿色建筑已成为建筑设计领

域的重要发展方向,某高校建筑设计专业与一家知名建筑企业

和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开展绿色建筑设计课程实践项目,旨在培

养学生的绿色建筑设计理念和实践能力。该项目将绿色建筑理

念贯穿于整个课程设计中,包括可持续建筑材料选择、节能技术

应用、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室内外环境的优化等方面,学生

需要在课程教师指导下,结合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完成绿色建

筑设计方案。建筑企业提供实际项目背景资料和设计要求,并派

遣3名经验丰富的设计师作为课程导师,全程指导学生完成设计

任务。研究机构提供最新绿色建筑技术和研究成果,为课程提供

技术支持和理论指导,并派遣2名研究人员参与课程设计和指导,

学校整合教学资源,组织50名学生参与课程设计,并提供必要的

场地和设备支持。共有50名学生参与该课程,其中90%学生表示

对绿色建筑设计产生浓厚兴趣,并计划未来在该领域发展,学生

们共完成20个绿色建筑设计方案,其中85%方案获得企业和研究

机构的认可,并有望转化为实际项目。通过课程学习,学生们在

绿色建筑设计理念、节能技术应用、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能

力得到显著提升。在课程结束后绿色建筑知识测试中,学生们平

均分提高20分,从原本的70分提高到90分,参与项目企业表示,

通过产学研协同教学模式,其不仅获得优秀设计方案,还找到5

名潜在人才资源,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2.2贴近实际需求 

为使建筑设计课程更加有效和相关性,必须确保它接近行

业的实际需求,添加实际链接和项目实践可显著提高学生学习

经验,并为其应对现实世界的挑战做好准备,通过让学生在实际

项目中学习和实践,并通过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有机结合,教

育者可缩小学术学习和专业实践之间差距,从而更好地为其未

来的建筑职业生涯提供装备。将实用链接集成到建筑设计课程

中,包括将理论概念与现实世界的应用程序联系起来,可通过结

合反映建筑行业当前需求和挑战案例研究、行业示例和项目模

拟实现。通过让学生接触实际场景,并展示理论知识如何转化为

实践,教育者可帮助学生对建筑设计和建筑复杂性有更深层次

理解,基于项目学习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

识应用到实际设计项目中。通过分配模拟真实世界建筑挑战设

计项目,学生可发展出基本的技能,如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

协作和决策。鼓励学生从事从概念到完成设计项目,包括场地分

析、编程、概念开发、方案设计、设计开发和演示,可让其对建

筑设计过程有全面的理解,在建筑设计课程中,在理论知识和实

践技能之间取得平衡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整合讲座、讲习班、

工作室会议和实践练习,教育者可帮助学生发展强大理论基础,

同时磨练实践技能,鼓励学生参与诸如模型制作、草图、制图、

数字建模和渲染等活动,可提高其有效沟通设计理念能力,并将

概念转化为切实的设计解决方案。将行业参与机会纳入课程,

如实习、设计竞赛和行业主导研讨会,可为学生提供建筑行业的

专业实践和期望,与行业专业人士、公司和组织合作,可为学生

提供对当前趋势、技术和最佳实践洞察,帮助其跟上该领域发展,

并为建筑领域的成功职业生涯做准备。 

某高校与一家绿色建筑公司合作,共同开展一项绿色建筑

设计的课程项目,该项目为期学期,共有30名学生参与。学生分

组进行绿色建筑设计,考虑到节能、环保、可持续等因素,运用

先进的建筑设计软件进行模拟和优化,设计方案中,建筑物能耗

相较于传统建筑降低32.5%,其中,通过优化建筑外墙保温材料

和窗户设计,分别实现15%和10%节能效果。水资源利用方面,通

过雨水收集和利用系统,项目实现60%的非传统水源利用率,通

过使用可再生材料,如竹木复合材料、再生塑料等,项目减少25%

表1 数据详情表

年份
参赛作品

数量

获奖作品

数量

与知名建筑设计公司

建立合作关系数量

提供的实习

岗位数量

学生平均参与

项目设计数量

科研机构合作研

发经费（万元）

新型建筑材料

开发数量

节能技术

开发数量

2018 80 10 15 50+ 3+ 500 5 3

2019 105 15 15 50+ 3+ 500 5 3

2020 130 20 15 50+ 3+ 500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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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产生,学生设计绿色建筑方案在模拟中实现良好室内

环境质量,室内温度波动范围控制在±2℃以内,自然采光率达

到80%以上[3]。如表1所示： 

其研发成果不仅提高建筑设计可持续性,而且在实际应用

中取得显著的节能效果,鼓励学生结合所学知识进行创意设计。

近年,学生提出20个以上具有创新性建筑设计方案,包括智能建

筑、生态建筑等,其方案不仅在设计理念上有所突破,而且在实

际应用中具有较高市场潜力,有5个方案获得行业内的奖项认可,

通过在建筑设计课程中添加实践链接和项目实践,并将理论知

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教育者可创造更有吸引力和相关学习体

验,让学生在动态和具有挑战性的建筑设计世界中脱颖而出。 

2.3优化整合教学资源 

优化和整合教学资源对于提高建筑设计教育质量和为学生

在行业成功做好准备至关重要,教育工作者通过加强产业、高

校、科研机构之间协调,引进行业资源和专业人才,可提高学生

的就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为学生提供专业发展机会,如研讨

会、研讨会、会议和网络活动,鼓励学生参加行业会议、设计展

览和招聘会,以扩大其对建筑专业理解,并探索潜在的职业道

路。通过促进专业发展机会,教育者可帮助学生提高技能,扩大

知识,并保持掌握行业发展,建立指导项目,将学生与能够提供

指导、支持和指导校友和行业专业人士联系起来。校友和行业

导师可提供有价值见解、职业建议和网络机会,以帮助学生完成

从学术界到专业世界的过渡,通过培养导师关系,教育者可让学

生做出明智职业选择,发展专业技能,并建立行业联系,以提高

就业竞争力和在该领域的成功[4]。 

某知名建筑学院与当地建筑设计院、科研机构共同开展一

项产学研协同项目,该项目的核心目标是优化和整合教学资源,

提升建筑设计课程教学质量,同时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院与设计院、科研机构建立紧密的

合作关系,设计院和科研机构专业人才被邀请参与课程设计和

授课,其带来丰富行业经验和前沿的设计理念,学院也积极引入

行业内实际项目,作为课程实践环节的重要内容。通过这样产学

研协同方式,学生们得以在课堂上接触到真实建筑设计项目,掌

握行业的需求和标准,其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成长,不仅提升专

业技能,还培养团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产学研协同项目

实施后,学生对建筑设计课程的满意度明显提高。据统计,学生

满意度由之前的80%提升至95%,通过参与实际项目设计过程,学

生实践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在项目完成后,学生设计方案得到设

计院和科研机构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 

产学研协同项目的实施,使得学生就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得到提升,参与该项目学生就业率较之前提高10%,且就业质量

也明显提高,更多学生进入知名的建筑设计院或科研机构工作。

学院与设计院、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不仅取得丰硕的教学成果,

还共同完成多项具有影响力的建筑设计项目。其项目不仅提升

学院知名度,也为社会带来实际的价值。通过行业伙伴关系、客

座讲座、专业发展机会、研究合作和指导项目,优化和整合建筑

设计课程中教学资源,可丰富学生教育经验,扩大专业网络,并

为其在建筑行业成功和充实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产学研协同”视角下,建筑设计课程教改是

当前建筑设计教育领域急需关注的问题。通过更新教学理念、

贴近实际需求、优化整合教学资源等路径与方法,能够有效地促

进建筑设计课程与产业需求对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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