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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eaching activity involving architecture and education, architectural design curriculum needs to take all kinds of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as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regional culture as the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architecture, which becomes the key to 
teaching. Each region has formed a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Zhejiang region, analyzes the content and 
connotation of Zhejiang regional culture, analyzes its embodiment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expounds its advantages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Moreover, in order to inherit th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s, educational units are required to take the regional 
culture in Zhejiang as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so as to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of architectural regional culture 
while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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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设计课程作为涉及建筑以及教育的教学活动，需要将各种建筑知识作为教学内容，地域文化作为建筑的重要内涵，就
成为教学的关键。各个地区都形成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论文就从浙江地域入手，分析浙江地域文化的内容以及内涵，分析
其在建筑工程中的体现，阐述其在建筑设计中的优点。而且为了传承这些建筑文化，就要求教育单位将浙江地域文化作为
建筑设计的教学内容，在推动建筑教育发展的同时实现建筑地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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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浙江地域文化是指在浙江地域内形成的独有文化，具有

重要的文化内涵以及历史意义，这些地域文化体现在人们的

日常生活以及建筑工程中，需要相关人员对其进行传承。而

在建筑设计课程建设中，需要学生掌握建筑的基础知识以及

设计原理，就可以将浙江地域文化作为建筑设计的内容，体

现建筑设计的文化内涵。通过此类设计，学生就能够在掌握

建筑知识的同时获得文化设计的能力，从而在建筑设计环节

体现出浙江地域文化，在传承地域文化环节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现阶段的建筑设计课程中，就需要教育人员加强对浙

江地域文化的研究，取其精华，将优秀文化知识融入建筑课

程设计中，并且制定课程设计方案，推动教学水平的提升。

2 浙江地域文化概述

2.1 概念
在中国，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

特色，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

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

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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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浙江地域文化的特点
浙江地域文化非常丰富多彩，也导致其具有多样化的特

点，需要相关人员结合实际进行分析。首先，浙江作为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在长期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浙江吸收了各地文化的精华，形成了独特而多元

的文化风貌。其次，浙江的地域文化也表现在其丰富的艺术

形式上，如越剧、杭州评话、江南丝竹等，这些表演形式不

仅在中国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也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和欢

迎。最后，浙江作为中国经济发达省份之一，其文化也深受

科技与商业的影响，尤其以杭州为代表，其发达的电子商务

和互联网产业为当地文化带来了新的动态和影响。总体来说，

浙江地域文化展示了中国南方地区深厚而多元的文化底蕴。

2.3 浙江地域文化的内容
经年以来，浙江地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发展出了多样

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历史遗产，浙江拥有

众多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址和建筑，如历史悠久的南宋皇城、

吴越文化的代表性建筑和寺庙、古代运河等。这些遗址和建

筑物见证了浙江作为古代重要文化中心的历史。二是文学与

艺术，浙江是众多文学巨匠的故乡，如鲁迅、郁达夫等。他

们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浙江地方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而

且越剧、评话等戏曲形式源自浙江地区，这些表演艺术形式

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三是地方风俗与节

庆，西湖景区不仅是浙江的代表性自然景观，也是文化的重

要载体，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倾心创作。此外还有宁波的

海洋文化以及温州的民间文化。四是自然与人文景观，浙江

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如西湖、千岛湖、雁荡山等，这些景

点不仅是自然之美，也是文化的象征和历史人文的积淀 [2]。

总体来说，浙江地域文化以其丰富多彩的历史遗产、深厚的

文学艺术传统、多样的地方风俗和自然景观，展现了其作为

南方重要文化中心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浙江园林的文化特

色如图 1 所示。

3 浙江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课程中的优势

建筑设计教学中，需要教育人员对建筑设计知识以及

设计方法等进行教学，浙江地域文化作为和建筑息息相关的

文化内涵，在建筑教学中的应用就具有多样化的优势。

3.1 历史与传统的丰富性
浙江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

积淀和传统建筑风格。通过学习浙江地域文化，学生可以深

入了解古代建筑的演变过程、建筑风格的特点，以及背后的

历史背景和文化意涵。

3.2 地域特色的多样性
浙江地域广阔，涵盖了从沿海到内陆、山区到城市的

多种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这种多样性反映在建筑形式、结

构和材料的选择上，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设计元素和实际应

用场景。

3.3 文化符号与意象的丰富性
浙江地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符号和象征，如传统的

建筑装饰、雕刻艺术、窗棂格局等。这些文化符号不仅具有

装饰性功能，更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可以启

发学生在设计中融入地域特色和文化认同。

3.4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实践
浙江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这种理念在建

筑设计中有重要体现。通过学习浙江的地域文化，学生可以

探索如何利用传统建筑方法和材料，设计符合当地气候特

点、能源效率高、环境友好的现代建筑。

综上所述，浙江地域文化传承在建筑设计课程中能够

为学生提供深刻的历史感、丰富的文化元素、多样的设计实

践机会以及现代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使他们在设计实践中能

够融入地域特色，创造具有文化认同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建

筑作品。建筑教学体系设计如图 2 所示。

4 基于浙江地域文化传承的建筑设计课程建设

4.1 为学生制定建筑设计的目标
建筑设计教学中，教师除却传授建筑技术性知识外，

还需要传授学生的设计理念，实现学生全面发展。所以浙江

地域文化在建筑教学中的应用就需要为学生制定建筑设计

的目标。首先，教师需要尊重和传承浙江地域丰富的历史文

化和建筑传统，同时鼓励学生在设计中融入创新元素，实现

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教师应着重挖掘浙江地域文化的符

号、象征和地域认同感，通过建筑设计表达地域独特性和文

化精神。其次，教师应结合建筑设计与历史、人文、社会科

                     

           图 1 浙江园林的文化特色                                                     图 2 建筑教学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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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学科，通过实地考察、案例分析和项目实践，使学生全

面理解和运用浙江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还需要建

立学生对浙江地域文化的深入理解，包括历史、地理、文化

符号等方面的学术基础，为他们的设计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最后，教师需要培养学生的设计思维和创新能力，使其能够

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和美学趋势的

建筑设计方案。通过以上设计的理念与目标，浙江地域文化

传承的建筑设计课程旨在培养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创新精神

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建筑设计人才，为地方文化保护与现代

建筑发展做出贡献。

4.2 合理设计教学方法
合理的教学方法直接影响建筑教学的水平，需要教育

人员结合浙江地域文化的内容，合理设计教学方式。第一，

教学首先应该鼓励学生进行深入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包括浙

江地区的历史背景、地理特征、民俗传统等。学生需要了解

不同历史时期建筑风格的演变，以及地域文化如何影响建筑

形式与功能。第二，教学中应引导学生如何将浙江地域文化

的传统元素融入现代建筑设计中。通过分析古建筑的构造、

装饰和空间组织，探索其背后的文化符号和社会功能，帮助

学生理解并灵活运用传统元素。教师还需要鼓励学生在尊重

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教学可以引导学生探索现代材料、

技术和建筑理念如何与传统元素结合，创造具有地域特色和

现代感的建筑作品。第三，教师应设置设计工作坊和项目实

践，让学生通过实际的设计任务，如规划设计、改造项目或

虚拟建筑竞赛，应用他们所学的地域文化传承理论与技能。

还需要强调团队合作和跨学科交流能力的培养，如组建以建

筑专业教师为核心，包括水、电等多个专业教师的联合教学

团队，共同完善教学大纲、指导学生设计，教学重点是培养

学生的多专业协作意识、方法和合作内容。设计课程可以通

过小组合作或跨专业合作的形式，促进学生在设计过程中的

思想碰撞和创新能力的发挥。通过以上教学方法的设计与实

施，建筑设计课程能够有效地促进浙江地域文化传承的理解

与应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和文化敏感度，为

未来的建筑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

4.3 合理应用教学工具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先进技术逐渐应用到教学

中，建筑设计教学中，浙江地域文化的融合就需要合理应用

先进的技术设备。首先，可以引进虚拟实境技术（VR）和

增强现实（AR），教学环节应使用 VR 技术让学生能够身

临其境地参观浙江地区的古建筑，如杭州的雷峰塔、西湖周

边的传统建筑群等。这种体验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建筑

的空间布局、结构特点和装饰风格。还可以利用 AR 技术，

学生可以在现实场景中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看到古建筑的

虚拟重建模型，从不同角度观察和分析建筑的细节，如雕刻

艺术、建筑结构等。其次，教师需要建立数字化文化资料库，

校方需要提供数字化的地域文化资料库，包括历史文献、建

筑图纸、考古发掘报告等，供学生深入研究和参考。这些资

料可以帮助学生系统地了解浙江地域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特

色建筑样式；然后，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通过制作物理模型

来理解和再现浙江地域建筑的结构和形式。这不仅有助于他

们理解空间比例和材料运用，还能够加深对地域文化建筑特

征的感知 [3]。最后，可以建立真实文化建筑案例库，即实地

拍摄一些经典文化建筑的现场照片、视频，附带讲解，作为

课堂教学素材。通过以上教学工具的应用，教师就能够借助

先进的技术设备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加快教学进度，促

进教学与浙江地域文化的结合，提升教学水平。

4.4 重视创新
优秀的现代地域性建筑要求其有新材料、新工艺、新

造型和高功能等特点。但这些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

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改变着当代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中所

体现的时代特征。现代地域性建筑的创新在于体现在建筑设

计、空间组合、材料应用等方面。而这些都离不开对历史文

化和地域环境的研究，因此要从中国人的审美观出发，将新

时期建筑风格融入设计中去，才能真正实现其本土性与民族

特色，创造独特而富有魅力的空间环境 [4]。教学环节，需要

教育人员结合现阶段材料学的发展，以及浙江地域文化的内

容，对学生进行教学。

5 结语

综上所述，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地域的建筑建设正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而建筑学专业教育不应只关注城市及高、精、

尖的新鲜噱头，而更应该脚踏实地地做好本民族、本地区的

特色化建筑教育。针对建筑设计创作、设计管理能力的培养

方面，可以进行更多的探索与尝试。培养立足于国土、立足

于民族、立足于地域特色的新时代的建筑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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