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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上海的高职院校中，设置建筑设计技术专业的只有济光学院，究其原因是因为济光学院

源自同济大学，尤其是这个上海高职唯一的建筑类专业，在１９９３年济光学院开创之初的专

业就是建筑设计。２０年来，同济建筑系的教师与退休教师、在读研究生支撑着这个专业的

教学。近年来，一群毕业于同济的硕士与博士成为济光建筑技术专业的教师骨干，他们结合

教学实践，参与专业的课程改革，取得初步的成果后又重新组织力量，确立了进一步深化课

程改革、推进建筑设计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其中建筑设计基础课程体系

建设被列入上海市民办高校重点科研项目（２０１３年）。本套书《建筑初步（上）、（下）》与《建

筑设计入门》、《设计绘画》组成了该重点科研项目中的课程改革系列教材。

济光学院的建筑设计专业培养的是高职专业人才，具体的就业岗位定位是建筑师助手。

这个岗位要求学生有较好的对建筑设计方案的理解能力，可以参与建筑设计全过程，较熟练

地运用设计软件完成建筑设计表达。为了在较短的教学时间内，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建筑

设计基础课程体系针对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对各课程做了具体的目标设定。

《建筑初步》在教材内容选择上，根据建筑师助手这一岗位目标，对应学生的识图与制图

能力、形态与空间分析与表达能力三种基本训练分为上、下两个分册。针对高职学生特点，

运用基本技能单元的方法来组织教材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通过“一个单元教学、一个

课题训练、一个技能掌握、一个创意闪现”的新方式，融“教、学、做”为一体，充分体现基础教

学改革重在实践能力培养，融岗位技能培养与适度创新能力为一体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建筑设计是需要创新的，教材的编写中，编者注意到在进行基本技能的训练中也是可以

进行创新能力的开发与培养的，这不仅是建筑设计专业的需要，也是学生当好建筑师助手，

追求个性发展的基础，让每一个学生在社会发展中出彩是我们教育者的终极目标。

郑孝正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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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１单元　建筑的基本知识

单元课题概况

单元课题时间：本课题共４课时。

课题教学要求：

（１）初步认识建筑，了解建筑的涵义。

（２）了解建筑的不同分类方法。

（３）了解建筑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各部分的作用。

课题重点内容：

（１）从不同视角来初步认识建筑。

（２）建筑的基本构成要素、类型。

课题作业要求：利用周末时间在城市里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公共建筑进行现场参观体

验，可以是图书馆、博物馆、商场、办公楼、茶室等。

１．１　初识建筑

１．１．１　建筑的涵义

建筑是什么？在历史上很多名家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思考，古罗马著名建筑师维特鲁威

认为建筑的三要素是“坚固、适用、美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法国

大文豪雨果说“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诗”；近现代的建筑巨匠勒·柯布西耶认为“建筑是在

光线下对形式的恰当而宏伟的表现”；菲利浦·约翰逊认为“建筑是研究如何浪费空间的艺

术”；赖特认为“建筑是人的想象力驾驭材料和技术的凯歌”；贝聿铭认为“建筑是有生命的，

它虽然是凝固的，可在它上面蕴含着人文思想。”当代建筑大师库哈斯则说“建筑是一种冒

险”。这些建筑名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个概念进行解读，总体看来，“建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

面来理解：

（１）建筑是建筑物与构筑物的统称，其中建筑物是指直接供人们进行生产、生活或其他

活动的房屋和场所，如住宅、学校、办公楼、体育馆、影剧院等（见图１－１－１、图１－１－３）；构筑物

指间接供人们使用的建造物，如烟囱、水塔、堤坝、桥梁等（见图１－１－２、图１－１－４）；其他如纪念

碑、城市雕塑等也属于广义的建筑范围。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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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１　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 图１－１－２　法国协和广场方尖碑

图１－１－３　波茨坦广场办公楼 图１－１－４　英国伦敦塔桥

（２）建筑是人们为新建或改建建筑物（构筑物）时所进行的一种建造活动，是设计师为

了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利用所掌握的物质技术手段，并运用一定的科学技术、理念和法则

来进行创造的特定行为。

（３）建筑是建筑学的简称，它是综合研究、设计和建造建筑物或构筑物的一门学科，

它主要研究建筑功能、技术、艺术等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如何综合运用结构、施工、材

料、设备等方面进行建筑设计，以建造适应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的适用、坚固、美观的建

筑物。

１．１．２　建筑的类型

从不同的角度而言，建筑物有多种分类方法，一般可按建筑物的性质和功能、层数和高

度、规模等多角度进行分类。

　００２



第１单元　建筑的基本知识

１．按使用性质和功能分类

建筑物根据其使用性质，通常可分为生产性建筑与民用建筑两大类：

（１）生产性建筑是人们从事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渔业等生产以及生产辅助性的

建筑，如各类工业厂房（见图１－１－５）、农业生产加工用房（见图１－１－６）等，其形式与规模一般

由生产内容与生产工艺决定。

图１－１－５　德国某工业厂房 图１－１－６　荷兰某农业生产用房

（２）民用建筑是满足人们日常使用的非生产性建筑，根据使用功能一般又可分为居住

建筑（见图１－１－７）和公共建筑（见图１－１－８）两类。居住建筑是指供人们生活起居和活动使用

的建筑物，包括住宅、公寓、别墅、宿舍、集体宿舍等；公共建筑是指供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

的建筑物，又可分为办公建筑、文教建筑、医疗建筑、商业建筑、观演类建筑、展览建筑、旅馆

建筑、交通建筑、通信建筑、园林建筑、宗教建筑、纪念性建筑等。

图１－１－７　柏林马赛公寓 图１－１－８　德国历史博物馆

２．按层数和高度分类

建筑物也可按照层数和高度分类，居住建筑一般采用层数进行分类：１～３层为低层建

筑，４～６层为多层建筑（见图１－１－９），７～９层为中高层建筑，１０层及１０层以上为高层建筑。

公共建筑则一般采用高度和层数分类：建筑高度不大于２４ｍ和建筑高度大于２４ｍ的单层建

筑为普通建筑；建筑高度大于２４ｍ的二层及以上建筑为高层建筑；建筑高度大于１００ｍ或层

数超过４０层的为超高层建筑（见图１－１－１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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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９　多层公共建筑 图１－１－１０　超高层公共建筑

３．按规模分类

建筑物的规模有单栋建筑规模和总体建筑规模之分。单栋建筑规模可分为：大型建

筑———面积达到和超过１０　０００ｍ２（见图１－１－１１），中型建筑———面积在３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ｍ２，小

型建筑———面积在３　０００ｍ２ 以下，居住建筑和学校虽然单栋建筑面积不大，但总体建筑量较

大，所以一般被称之为集群建筑（见图１－１－１２）。

图１－１－１１　大型建筑 图１－１－１２　集群建筑

４．其他分类方法

其他分类方法还包括按建筑物主要承重结构形式、按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按建筑

物主体结构形式等，比如按照承重结构形式又可分为砖混结构建筑、框架结构建筑、钢结构

建筑等。

１．１．３　建筑的构成

一栋建筑物通常由６个基本部分构成：基础，柱和墙，楼面和地面，屋顶，楼梯和电梯，门

和窗（见图１－１－１３）。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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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单元　建筑的基本知识

图１－１－１３　建筑物的构成要素

１．基础

基础是建筑物最底部的部分，它承受上部整个建筑的重量，并将上部整个建筑的重量传

递给地基；地基是实际承受整个建筑重量的土层，不属于建筑物的组成部分（见图１－１－１４、图

１－１－１５）。

图１－１－１４　条型基础 图１－１－１５　筏板基础

２．柱和墙

柱是建筑物主要的竖向承重构件，承受其上部大梁、楼面及屋面的荷载（见图１－１－１６、图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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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７），在墙体承重的中小型建筑中，柱是在建筑物中起稳定作用的构造柱（见图１－１－１８）。墙

是建筑物的竖向围护和分隔构件，在部分中小型建筑中，墙也是建筑物的竖向承重构件，外

墙除了有保温隔热、防潮防水、防火及隔声等功能以外，还必须符合建筑形体和建筑立面的

设计要求（见图１－１－１９）。

图１－１－１６　装饰柱 图１－１－１７　承重柱

图１－１－１８　构造柱 图１－１－１９　建筑外墙

３．楼面和地面

楼面和地面又称楼板层和地坪层，是水平方向分隔建筑空间的承重构件。楼板层（见

图１－１－２０、图１－１－２１）用来分隔上下楼层空间，同时还作为下面一层的顶棚，它有隔声、保温

隔热、防潮防水、防火等要求，在没有地下室的建筑中地坪层用来分隔底层空间，它与土壤直

接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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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２０　某公共建筑地面 图１－１－２１　正在施工中的楼面

４．屋顶

屋顶是建筑顶部的水平覆盖构件，也是体现建筑风格的重要元素之一，故又被称为建筑

的第五立面，它既是承重构件又是围护构件。

承重：屋顶承受风霜雨雪荷载、施工过程和检修过程人员及设备的荷载、屋面使用活动

的荷载，并将这些荷载和自重传递给墙或梁、柱，同时它与建筑的竖向构件相互支撑。

围护：屋顶也抵抗风、霜、雨、雪、冰雹等的侵袭和太阳辐射热的外部环境影响，防止外部

干扰和侵袭；屋顶还需要满足承重要求、隔热保温要求、防水防火要求、美观要求等（见图１－
１－２２、图１－１－２３）。

图１－１－２２　技术和艺术完美结合的玻璃穹顶 图１－１－２３　中国古建筑中的歇山顶

５．楼梯

楼梯、电梯和自动扶梯是建筑中联系不同高度楼面及地面的交通设施，从严格意义上

说，楼梯是建筑物的基本构件之一，而电梯和自动扶梯不属于建筑物的基本构件，这里不予

详细介绍。楼梯（见图１－１－２４、图１－１－２５）广泛用于低层和多层建筑，在以电梯和自动扶梯作

为主要交通设施的中高层、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中，必须同时设置楼梯以作为紧急疏散时使

用。楼梯的设计要求通行方便、坚固耐久、安全防火并满足消防疏散要求，一般楼梯坡度大

于４５°时称为爬梯，爬梯主要用于屋面和设备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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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２４　室外楼梯 图１－１－２５　室内楼梯

６．门窗

门窗是建筑主要的围护及分隔构件，是非承重的建筑构件。其中门的主要功能是分隔
与联系建筑空间，供人和物的交通出入，带有玻璃或通风小窗的门还有采光通风作用（见

图１－１－２６）。窗的主要功能是分隔室内外空间、通风采光、观望等；此外，门窗对建筑物的外

观设计和室内设计中也具有重要影响（见图１－１－２７），因此建筑物的门窗应满足以下４方面

的要求：采光和通风方面的要求，密闭性能和热工性能方面的要求，使用和消防安全方面的

要求和室内外建筑造型方面的要求。

图１－１－２６　某住宅外门 图１－１－２７　某办公楼外窗

１．２　多维视角看建筑

对于建筑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其本身形态，人与社会中的诸多因素都会走进建筑学所
要讨论的范畴，建筑的涵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今天的建筑学已经成为一种多元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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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社会科学领域、文化艺术领域、哲学领域等都和建筑有着或多或

少的交集。

１．２．１　从社会视角看建筑

建筑几乎是与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从最原始的棚屋到现在的高楼大厦都是不可能超

越人类社会的大背景，在过去的阶级社会中，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建筑也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这种社会等级。例如，在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单体建

筑，无不体现了当时的社会体制，庄严肃穆的宫殿（见图１－２－１）显示了“天子”绝对的统治以

及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与同一时代的民居（见图１－２－２）形成鲜明的对比。

图１－２－１　故宫太和殿 图１－２－２　师家沟清代民居

受社会生活制约的建筑作为一种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体现着社会审美观念、反映社

会面貌和时代精神的能力。例如，在专制奴隶制的古埃及，金字塔（见图１－２－３）完全不符合

人体尺度的庞大形象，象征统治者超人的神秘法力和无上权威；在民主奴隶制的古希腊，神

庙（见图１－２－４）的形象则较为明朗，与人相符的尺度和鲜明的秩序表现出自由生活和民主精

神；而在今天的民主社会中，多元的价值取向使得建筑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与包容

性，因此说建筑总是彰显出其自身所属的社会和时代。

图１－２－３　古埃及金字塔 图１－２－４　古希腊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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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从文化视角看建筑

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建造活动，它也会延伸到思想领域来表达特定的文化思想，在

任何时代的建筑中都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理解和诠释。例如中国古代天人

合一的文化理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园林还是建筑都会师法自然，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见

图１－２－５）由院与建筑共同组成，是内向的，强调师法自然，与环境共生；而在西方的传统观念

中，人是自然的主宰者，他们会将植株剪成规则的几何形状，完全控制自然的形式，因此西方

建筑（见图１－２－６）则往往强调其本身形态，是外向的，体现出对自然的主宰和改造能力。中

国建筑师是写意的，大到总体布局，小到局部装饰都有不同的意义；西方的建筑则有着严格

的比例与尺度，体现了西方严谨的逻辑思维模式。

图１－２－５　苏州拙政园 图１－２－６　巴黎凡尔赛宫

不仅大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建筑的表达，地区以及不同人群的文化也同样会产生不同的

建筑模式。在中国，不同区域几乎都有属于该地区特有的建筑风格与形制，然而，在全球化

的今天，地区上的文化差异和东西方的文化都在逐渐抹平和减弱，文化的趋同性带来了建筑

的趋同性，在国际化大都市比如上海、纽约、北京、东京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出其中的显著差

别，这些都是当代文化带给建筑的影响。

１．２．３　从艺术视角看建筑

建筑与艺术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蒙德里安的抽象画与荷兰乌德勒支某住宅存在

着内在逻辑联系（见图１－２－７、图１－２－８）。建筑和艺术相同的方面是因为建筑的艺术形象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人们的审美观念，建筑的美感也是客观地存在于形式中的，建筑的艺术形式

则是审美观念的体现；但是建筑与纯艺术也有所不同，纯粹的艺术只体现审美观念，没有物

质方面的实用功效，只有鉴赏价值而没有实用价值，而建筑还有具体的实用功能，因此建筑

的实用功能使得它与其他艺术有相同的方面，却又存在根本的差异。

一部分有具体功能的实用美术品，如器皿、家具、服装等，作为生活工具参与到人们生活

的各个方面，它们也体现着审美观念，并反映着社会风貌，因此从这点上来说，艺术家与建筑

师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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