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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理工学院袁艺峰老师赴台湾 

参加教学进修活动情况报告 

 

市台湾事务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现代化发展规划，实

现我校第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对外发展战略目标，助推“创新强校”工

程的实施，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我校不断加强与台湾高校的联系，

积极探索，努力推动我校与台湾高校的实质性合作，借鉴经验，提高

办学水平。 

2016 年五月，我校生态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工程系袁艺峰

老师获得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以下简称城乡所）的访学资格，

并在 2016 年 8月 30 日收到该校城乡所的访学邀请函。在完成我校相

关审批备案程序后，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台湾

事务办公室的《赴台批件》。袁艺峰老师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起赴台

湾大学进行访学，为期 98 天，2017 年 2 月 18 日按计划时间准时回

校报到。在台期间严格遵守国家和省市相关涉台法规和纪律，遵守当

地法律法规，并在顺利完成既定目标后，于批准的时间内按时返回。 

以下简要汇报袁艺峰老师在台访学期间的活动情况： 

袁老师为我校建筑学骨干青年教师，建筑学目前处于发展的初

期，需要吸取更广泛、优秀的建筑学教育理念、模式与方法，故其在

台期间围绕着建筑学学科建设的目的进行了以下三方面实地调研与

学习： 

一、 选修台大城乡所建筑、规划类课程，了解学科研究的台湾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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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大城乡所期间，袁老师依据课程安排选修了《规划与设计史》

（王志弘教授）、《近代台湾建筑专题》（黄兰翔教授）、《都市聚落与

旻地景》（康 杰教授）等课程（均为硕、博士生课程），虽然袁老师抵

达时间为学期中段，只能从课程的一半开始进入学习，但是由于得到

授课老师和上课硕博士生的协助，未有太大障碍。《规划与设计史》

分专题介绍规划与设计的不同思潮及其发展脉络，有别于大陆讲授相

同课程时的编年史方式，学生在课前需要阅读老师提供的大量文献，

课间老师和学生各做综述与点评，效果比教师单一授课更佳。课程所

涉及的理论视野深入、前沿，较有批判意识；《近代台湾建筑专题》

讲述台湾近代的建筑发展历程，课件要求学生汇报各自课程研究的选

题并进行完整一本著作的读书会，袁老师在修课期间做了《民族、现

代、地域》的主题报告，介绍广东地区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得到授

课老师黄兰翔教授的较高评价；《都市聚落与地景》讲授城市中非正

式的聚落形态，如城中村等城市飞地，此类地段常被大陆的建筑教育

忽略，但却是当今城市发展中亟待善待的问题。 

袁老师在本学期开授的《外国建筑史》、《古村落景观形态》、《建

筑设计四》等课程，均参考了部分其在台期间的可取经验，进行了课

程设置的优化。 

二、 实地调研台湾各建筑院校的建筑设计评图，了解其教学模式 

建筑学的建筑设计评图是建筑学的特色，也是体现一所建筑院校

的综合水平的最重要平台。袁老师在台期间分别参加了台湾科技大

学、实践大学、成功大学、中原大学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评图，另

外实地调研了东海大学、元智大学建筑系的系馆。所实地调研的学校

均是台湾建筑类院校的领头者，代表台湾建筑教学的先进水平，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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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大学的实地调研，袁老师得出如下一些可供其在东莞理工学院建

筑教学中借鉴的经验：1.竖立明确的制度意识，严格把握最终成果提

交的时间与数量。如中原大学收图采取点图制度，到达指定时间由助

教收图并清点图的数量，符合要求的盖上点图章，才准许其进行答辩，

若未能按时提交或图纸不够直接挂科。如此学生便会有较强的时间意

识，迫使学生提前把作品做好，从而能提高整体学生的学习氛围；2.

教师所开的题目多涉及城市问题，而不是自律的建筑问题。设计课题

所选地块多在密集的城市中，面对复杂的环境因素，学生必须对场地

有更全方位的了解，从而激发学生的设计热情和解决在地问题的意

识；3.模型成果的制作。台湾学生被要求制作不同比例的地形模型，

以方便展示和推敲方案，且他们在制作模型过程中较能主动地解决问

题，这是我校建筑学教育较缺乏的一点；4.答辩过程中对学生成果的

尊重。该点表现在每一个学生的作品都得到充分的答辩时间，且每个

答辩组都有由教师和业界职业建筑师组成的答辩团队。如此学生对自

己的作品不敢怠慢，且因备受尊重而更加努力。反观我校建筑学教学

中受限于教师人数和业界支持有限，难以达到同等效果，但亦可有改

善空间，这点袁老师将在本学期开设的《建筑设计四》与毕业设计答

辩中有所改革。 

三、 实地调研台湾各地著名建筑设计案例，积累教学素材 

寒假期间，袁老师到访台湾各地进行建筑实地调研，其中包括台

湾的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因建筑学教学需要，侧重点在后者。台湾

有多座世界级建筑大师的重要作品，如安藤忠雄的亚洲当代艺术馆、

伊东丰雄的台中歌剧院、台湾大学社科院图书馆、库哈斯的台北艺术

中心、板茂的台南纸教堂等等，也有许多台湾本土著名建筑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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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姚仁喜的故宫南院、李祖原的台北 101 大厦、王大闳的“国父纪念

馆”等，另外有袁老师特别关注的宜兰建筑师黄声远及其团队，其在

宜兰的一些列建筑如宜兰社福馆、津梅栈道、罗东文化工场等也是袁

老师实地调研的重点对象。台湾虽小，但其可供建筑学实地调研的建

筑作品密度却很大，袁老师实地调研重点集中在博物馆和图书馆，其

实地调研成果将直接应用在本学期《建筑设计四》中博物馆和图书馆

的教学当中。而实地调研重点关注的理论点在“地域性”与“现代性”

的探讨。短短的实地调研行程给袁老师积累了大量教学素材与现场经

验，无论对其教学还是理论的提升都大有裨益。 

2017年 2月 18日，袁艺峰老师按原计划顺利返回东莞理工学院。

其在台 98 天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与当地民众友好相处，访学活动进

展顺利，也为我校建筑学办学积累了一定人脉和潜在发展资源，是一

次顺利完满的访学活动。 

 

 

东莞理工学院 

2017 年 3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