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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old building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grated design,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education seem to be in a parallel disjoint relationship. Although the educational behavior is mostly implemented in the school building, 
the school building is the container of practical education at most. In the era of not abundant materials, as long as we can quickly build 
classrooms to achieve the necessary number of rooms, we can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education. In such an environment, it 
is most efficient to implement according to standards. It seems that the standard education content and architectural style design match 
well, and it seems that people have been used to it after years of accumulation and precipitation.  However, when the society continues 
to progress and many resources flow in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will bring problems and troubles to one side. For example, whe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open education,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open classroom design; or the existing school buildings 
have been unable to face the needs of multiple education perspectives. This means that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 buildings complement 
each other. Based on the theory research system of integrated design popular in other coun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ses of old 
building renovation in the world and summarizes the design process in line with the renovation of old buildings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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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不断对旧建筑物价值的认识，以及统合设计的发展趋势，中国建筑与教育似乎处于平行不相交的关系。虽说教育行
为多在学校建筑内实施，但学校建筑顶多是实践教育的容器。在物资不丰富的时代里，只要能快速营建教室以达到必要的间
数即能满足教育的最低要求。在这样的环境下，按照标准执行是最有效率的。标准的教育内容与建筑样式设计似乎搭配得宜，
经历多年的积累沉淀似乎人们已经习惯。只是，当社会不断进步众多资源涌入高校，将会对某一方带来问题和困扰。例如，
当开放教育理念的导入，致使开放教室设计的出现；或现存的学校建筑已无法面对多元教育观点需求时。这代表教育与高校
建筑是相辅相成的。论文基于其他国家流行的统合设计理论研究体系，对全球旧建筑改造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归纳符合中国
高校旧建筑改造的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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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高校建筑与教育的交互作用，一直是教育空间生产重要

的议题。对于设计专业者而言，高校建筑不仅是实践教育的

载体，同时还需要对教育的实践有所帮助。但何为对教育实

践的帮助，是指学校管理优于教育活动、或教育活动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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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二者并重、从而达到学校与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教育实践

是否局限于学校建筑内，更是讨论学校建筑空间的重要议题

之一。虽然理想上学校建筑空间应配合教育实践观点，但实

际执行上却有落差。

统合设计并不是在特定领域限定的，而是在综合环境背

景下将实现人类生活和文化统合，即采取宏观观点。统合设

计是创新意义和创新价值的相互作用，因此设计师不应单纯

考虑统合设计的功能性。也就是说，为了创造新的革新价值

和要素并且具有反映社会价值和时代需求的范畴，要通过统

合设计来提供。

随着统合设计被重视，包括城市、企业或产品等各领域

都朝向统合设计的方向发展。很多先进城市都将统合设计体

系适用于该地区的建设，对该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和城市激

活起到很大的贡献。利用统合设计对城市开发建设是为了提

高城市价值和形象等附加价值的核心因素，统合设计融入我

们生活空间，并且提高了城市和生活质量。其中包括旧建筑

或旧工厂的改造设计。现在城市内的旧建筑物包括高校内的

旧建筑具有一定的空间要素和视觉价值以及建筑物的历史价

值，重新对旧建筑进行改造，可以说是一种有实际意义和激

发用户感性的设计方法论。这意味着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意

性的设计、空间构成、时间等要素重新蜕变整合为新的空间

和建筑物，这样经过改造后的建筑物更具有整合和革新及适

应现代社会发展特点。

在很多国家及城市中运用统合设计体系改造旧建筑及工

厂的空间事例正在增加。在高校内的旧建筑通常是变为仓库

或废弃的情况很多。另外，如果重新建造的话，会浪费很多

费用和资源，也会破坏高校特有的历史特点。如果城市的中

心产业发生变化，多种建筑物就会没有用途。例如，波兰的

城市乌兹，乌兹被称为 19 世纪纤维工业非常发达的城市。但

是随着 20 世纪产业结构的变化，乌兹的纤维工业没落，300

栋纤维工厂建筑沦落为失去用处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被放

置了数十年之后，在 1997 年的时候这些建筑物被重新改造，

改造后的建筑物变成了购物中心、酒店、餐厅、公寓等有用

途的建筑。其中，被重新改造后的建筑物成为了当地城市的

地标，这足以证明为了保存城市与地域过去的痕迹和历史价

值，根据用户的用途重新构建成新的设计模式。

高校旧建筑开发更新的研究意义分为以下五点，第一，

有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和个性培养，增强对外交流；第二，

改变单一的教学模式使高校更好的适应城市社会发展；第三，

促进高校师生对外交流活动提供客观环境；第四，减少高校

环境破坏起到延续高校文化和创新人文自然环境为目标；第

五，利于引导地域城市社会化发展建设。因此，高校旧建筑

物的改造与新建工程相比，不仅使用较短的工程时间和低廉

的费用，还可以提高该建筑的价值和功能以及效率。而且，

现代高校又是培养全面高素质人才的发源地，高校建筑应满

足教学活动多元化和增加对外相互交流学习的附加价值。从

这样的角度来看，统合设计和旧建筑的结合是延续历史价值、

提倡时代发展的必要产物，并且在原有建筑物基础上形成创

新点，同时也可以提高城市以及高校文化的创新。特别是，

展现建筑本身的艺术、审美价值、经济利用价值、效用性等

多种价值。

实际上利用统合设计体系改造旧建筑研究的实现性不完

善，主要是因为对旧建筑的设计方案没有深入认识。因此，

中国从 1996 年开始对这个领域进行初步研究，但主要是以报

告书的形式呈现。相反，从 1960 年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对

以前工业时期建筑的保存改造和开发研究便已开始，提倡保

留优秀的工业建筑遗产，改造运输方面问题等。从这一方面看，

在旧建筑的保存和利用中，运用综合设计体系研究是非常重

要且有意义的。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将高校更新策略背景下的旧建筑

运用统合设计体系进行开发研究。通过本研究，得出利用统

合设计改造高校旧建筑的过程以及统合设计体系，并形成模

式并给予相关研究和学术界提供理论依据。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为了开发高校更新策略背景下旧建筑的统合设

计开发研究，研究方法如下。第一，在研究背景和目的中明

确指出实施的必要性。第二，在理论背景中阐述，旧建筑改

造的概念和必要性及结合统合设计意义上的旧建筑改造设计

对高校旧建筑改造设计的影响以及先行研究考察。第三，分

析全球旧建筑改造的统合设计事例，总结出问题点。第四，

通过中国高校旧建筑改造背景及现状分析，结合全球旧建筑

改造的统合设计事例问题点，得出中国高校旧建筑改造的统

合设计体系。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6.3908



90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06 期·2020 年 06 月

2 理论背景

2.1 旧建筑改造的概念及必要性

旧建筑改造 (Remodeling) 是为了维持建筑性能和提高建

筑行为的概念，并且为了提高原有建筑物的环境、机能、构

造性能及能源性能的效率而进行修补工程。在学术上旧建筑

改造可分为三种：一是旧建筑更新 (Renewal)；二是旧建筑改

良 (Reform)，指更换建筑物的地板、壁纸、座椅等现有的家具；

三是旧建筑整修 (Renovation)。旧建筑改造的必要性在于如果

将旧建筑进行改造那么该建筑物的经济价值会得到提升。大

部分改造旧建筑物的理由，是为了提高建筑物的经济、社会

价值和性能。也就是说，旧建筑物改造与重建最大差别是保

存现有建筑，并且维持和提高原有建筑的性能 [1]。

2.2 旧建筑改造过程

一般旧建筑改造的过程需要对建筑风格定位和现有建筑

结构及形态的特性进行诊断，一般从建筑物的经济性分析、

改造规划、施工等方面入手，旧建筑物的改造过程分为以下

15 个阶段。

表 1 旧建筑改造过程

过程 过程内容

旧建筑改造的产生及要求
建筑物的用户、所有者、管理员等的

要求
旧建筑改造的制定方针 旧建筑改造的制定方针计划书
旧建筑改造的目标设置 根据旧建筑改造的要求制定改善方案

事前调查及诊断 现有建筑管理等现况调查及分析诊断

旧建筑改造的可行性检讨
旧建筑改造的可行性、方针、合同条

件等检讨

旧建筑改造的基本计划
将旧建筑改造的基本概念图纸化并设

定改造范围

旧建筑改造的基本设计
实施旧建筑改造的基本设计及设计说

明会
旧建筑改造的估价 旧建筑改造的预计工程报价费用
旧建筑改造的制定 制定旧建筑改造的提案书和评估

旧建筑改造的劳务合同 旧建筑改造许可后监理企业选定合同
旧建筑改造的实施设计 按旧建筑改造工种实施设计书

选定旧建筑改造的企业合同
旧建筑改造的施工方式和预算执行计

划设定
旧建筑改造的施工计划 设定旧建筑改造的施工计划书
旧建筑改造的施工实施 执行旧建筑改造的施工

旧建筑改造的维护管理
旧建筑改造的竣工图及竣工文件交

涉，建筑管理交接

2.3 统合设计意义上的旧建筑改造

统合设计意义上的旧建筑改造不只是单纯的恢复老化的

建筑物本身为目的，而是利用建筑物的用户特性、建筑物的

设计价值、建筑物的经济性等综合作为设计目标考虑。以空

间和用户为中心，使个人和技术、经验和价值等概念融合起来，

实现真正的统合设计从而达到设计和人沟通共享的美学。

2.4 高校旧建筑改造的意义

高校是培养国家高等科技，文化及管理人才的基地，也

是学生学习，居住，休息的场所。高校的规划不但要涉及功

能使用，还应涉及系统的规划设计如环境公共设计艺术。在

社会中高校的地位越来越显著。一些高校不但可以成为地方

坐标，还能够体现出自身的历史文化。从国家战略规划的社

会定位，以及高校旧建筑的改造和统合设计两方面看，高校

旧建筑是师生们视觉中最广泛，最经常接触到的对象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师生们对高校的认知以及归属感，并且

潜移默化的影响周围地区的人们。那么，高校的旧建筑开发

研究应该具备以下四点 [2]。

（1）旧建筑再开发利用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2）统合设计的基础知识及应用。

（3）高校社会地位推广。

（4）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出发，培养高校自创的经济收入

方式。

2.5 高校中旧遗产建筑所存在的问题

（1）只是保留并不具有实用意义；（2）没有充分向社

会展示旧建筑物自身的优势和历史；（3）有些高校会充分使

用和利用旧建筑物，但是没有利用统合设计的理论观点，在

规划等方面不具备技术和科研价值；（4）高校旧建筑改造和

利用等方面不具备美学价值；（5）旧建筑改造后的产物不能

留给人们深刻的记忆，不具备独特性；（6）过渡的改造使旧

遗产建筑失去原有的感觉。

2.6 统合设计的概念及重要性

2001 年，韩国设计院设计革新中心 (DIC)，提出在设计

新技术开发以外与设计相关的资源，计划，营销战略等服务

于设计的体系 . 所谓统合设计指 2 种以上的系统组合为一。在

多样的领域中关于统合的使用语言，其实与形成新的事物来

说是最相似的。特别是在设计领域中，统合主要是指功能性

意义。比如，2 种形态的集合这种就被称为统合（convergence）.

统合设计的概念大致分为四点，第一，以接近价值和目

的为中心的设计方法。第二，不同领域之间通过协作互助来

完成项目的过程。第三，表现品牌形象和品牌识别系统的设

计。第四，以设计为中心来解决一种问题的过程。统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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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语言，从侧面来说，统合设计就是统合与设计的结合。

在某种程度来讲，统合设计的使用语言包括 3 种分别是汇总

设计（TotalDesign），整体设计（IntegratedDesign），协同设

计（Co-Design）。根据相关文献考察，中国的统合设计研究

多数偏向医学，建筑，体育，在旧建筑改造中并没有形成完

整的体系结构。

2.7 统合设计的开发过程

随着对统合设计需求的急剧增加，学术界对统合设计的

研究也非常活跃。其中，有关统合设计开发的研究主要是针

对创意性开发的研究和设施物的统合设计开发的研究。

根据论文研究需要，将统合设计开发过程主要分为四个

流程，分别是：设计对象的现况或实况调查→问题点设定→

设计概念→改造设计的过程。

3 全球旧建筑改造案例分析

3.1 分析基准

表 2 分析基准

旧建筑改造分析 过去及现在的建筑用途和功能变化

建筑物的整体性和由来

建筑物的持续价值创造

建筑物的竞争力

旧建筑改造设计

分析
明确用户定位

审美及优秀性

亲环境性

文化性

为了对全球案例系统的分析，需要建立分析准则。本研

究的分析标准是对旧建筑改造相关文献进行先行研究，通过

表 2 整理出旧建筑改造设计案例分析基准。

3.2 韩国大邱广域市的大邱艺术发电站

表 3 分析基准

旧建筑改造

分析
大邱艺术发电站的过去，改造前，改造后。

建筑物的整体性和由来：大邱艺术发电站将过去的

烟草制造厂转换成复合文化艺术空间。

建筑物的持续价值创造：现在的大邱艺术发电站要

通过艺术创造空间实现多种价值。

建筑物的竞争力：创造了建筑物的历史保存价值和

多样的艺术活动和文化产业的统合及融合的场所。

旧建筑改造

设计分析

明确用户定位 : 向艺术家提供工作，支援创作活动

和周边画廊空间等，利用艺术商品销售项目创收、

创办研讨会提供外部讲座等活动。

审美及优秀性 : 大邱艺术发电站品牌形象。

  

亲环境性。

文化性。

3.3 中国北京白塔之光国际青年旅舍

表 4 分析基准

旧建筑改造分

析

北京白塔之光国际青年旅舍的过去，改造前，改

造后。

建筑物的整体性和由来：北京白塔之光位于西城

区阜成门内大街，位于妙应寺 ( 白塔寺 ) 旁。

建筑物的持续价值创造：白塔之光的设计宗旨就

是在北京旧城核心地域，营建一个功能合理、年

轻化、有时尚气息、易于交流，同时又极富京城

文化底蕴的宿泊空间。

建筑物的竞争力：延续了建筑物的历史价值和创

建了住宿和咖啡厅为一体的统合场所。

旧建筑改造设

计分析

明确用户定位：向游客提供住宿等，利用所在地

的优势吸引各时尚杂志来此取景创收、创办咖啡

厅。

审美及优秀性 : 北京白塔之光国际青年旅舍品牌

形象及导向系统。

亲环境性。

文化性。

3.4 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和媒体技术中心

表 5 分析基准

旧建筑改造分

析

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和媒体技术中心外部及内部

空间。

建筑物的整体性和由来：原是放置武器的工厂后被

改造成最尖端多媒体艺术基地 , 成为德国著名的艺

术文化景区
建筑物的持续价值创造：卡尔斯鲁厄艺术和媒体技

术中心 (ZKM) 现在成为德国最好的多媒体艺术中

心，任何人都能在此创作艺术作品。
建筑物的竞争力：ZKM 具备了媒体美术馆、现代

美术馆、媒体图书馆、多媒体研究所和音乐音响研

究所等特色。

旧建筑改造设

计分析

明确用户定位：对任何人以及艺术家提供创作艺术

作品的空间等，利用艺术商品销售项目创收、创办

研讨会提供外部讲座等活动。

文化性：文化体验活动和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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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过程为基础，得出利用统合设计改造高校旧建筑

的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高校旧建筑规划阶段→设计及费

用分析阶段→工程运行阶段→维持管理阶段。其中高校旧建

筑改造过程中统合设计要素分为四个阶段，高校旧建筑的品

牌市场定位和品牌创建的提议→设计概念设定→品牌经营系

统开发→设计开发范围选定。在高校的旧建筑改造中融入品

牌是反映统合设计的指标之一，从案例分析来看韩国大邱广

域市的大邱艺术发电站和中国北京白塔之光国际青年旅舍都

创建了品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有效推广高校社会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师生们对高校的认知以及归属感。

结合统合设计理论和高校旧建筑开发从设计学角度出发

解决高校旧建筑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先导意义。高校需

要具有创新性的高校校园改造理念以及改造对策。高校旧建

筑需要保护和传承，最根本的就是建筑的现实物质存在，通

过利用统合设计体系进行改进，能够适应当今师生生活和学

习，以此形成一个发展动态而保证老建筑的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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