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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5_BB_BA_E7_c57_90271.htm 那么，在设计进程中

如何进行同步思维呢?同步思维体现在三大环节上。1．环境

设计与单体设计同步思维任何一个建筑设计都是从环境设计

人手的，但是环境设计与单体设计又是互为因果、紧 密关联

的。这就是说，当我们进行环境设计的思考时，既要注意到

外部若干现状条件对环 境设计的限定，又要预想到单体建筑

若干要求对环境条件的规定。从设计操作现象看，我 们是在

研究环境设计中的问题，但头脑里也在不停地思考单体建筑

的要求。只有在这种同 步思维中互相及时调整关系，才能使

环境设计成为有目标的设计，使单体设计成为有限定 条件的

设计。当设计进程一旦进入单体建筑设计阶段，我们又不能

忘记在环境设计中所取得的设计 成果。因为，这些成果一方

面是作为单体建筑设计的外部条件而起限定作用，忽视了它

就 会使单体建筑设计成为没有约束的设计；另一方面，又是

形成单体建筑设计具有特色和个 性灵感的源泉之一。因此，

同步思维的方法从设计一开始就应成为指导正确设计的方法

。2．各层平面设计同步思维根据该科目考试只画平面图的要

求，我们只需对建筑平面设计进行重点考虑。但这种 考虑应

是对各层平面同步进行思考的过程。因为有些设计因素必须

几层同时进行考虑，诸 如垂直交通体系的定位，卫生间系统

的配置等，上、下层必须同步进行设计。其次，从室内空间

效果考虑，公共空间例如大厅、大堂若要上下空间流通，那

么在设 计一层平面时，就必须同时考虑其上的二层平面形式



、面积大小等设计问题。两者只有同 步进行设计，互相调整

才能达到设计目标。在考虑上下层各用房面积配置时，尽管

在设计前期的竖向功能分析中已大体确定了方 案，但涉及到

具体设计操作时，还是需要上下层同时进行房间配置的设计

调整，两层平面 只有在不断地磨合过程中，才能逐渐完善、

对应起来。3．建筑设计与结构选型同步思维一些人在做建筑

方案设计时，往往习惯根据各房间的面积大小进行平面的组

合设计，其 结果造成该建筑房间的开间大小不一，致使结构

系统毫无规律，外窗十分零乱(尽管不画 立面图，但阅卷人从

平面形式一眼就看出该应试者设计逻辑紊乱，进而推测其设

计素质与 能力自然不敢恭维)。因此，应试者的结构概念在建

筑设计过程中一定要很强。这就是说， 当你的平面设计大体

功能布局已确认后，应立即着手为这个平面框架建立一个合

理的结构 格网体系。我们之所以强调结构选型要适时介入建

筑设计以达到同步思维的目的，是因为 它可以为方案建立一

个合理的结构支撑体系，并通过结构的逻辑性整理平面的关

系，调整 房间的面积，使建筑平面与结构系统和谐统一起来

。这里的结构整理是指不因对结构选型 的思考而打乱已建立

起来的平面布局，而是把各房间的平面形态纳入合理的结构

系统之中， 整理得更合乎逻辑性，使大大小小的房间可以有

秩序地排列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要求结构 思维一开始就介入

建筑设计思维所应达到的目标。一定要防止滞后思考结构问

题而给建筑 设计带来的被动局面。有些建筑类型的方案设计

如图书馆建筑、博览类建筑、旅馆建筑等，要求应试者对结 

构形式的思考要及早介入，即在建筑功能布局大体确定后，

就要及早选择框架结构的柱网 尺寸。甚至有些建筑如体育馆



建筑设计，一开始可能就要先确定结构方案，独立先行思考

， 以其结构构思控制建筑设计的展开。当然，对建筑设计与

对结构选型的思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但这 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始终要结合起来同步进

行思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