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在房屋前期设

计阶段，建筑师总要和土

木工程师“相爱相杀”，但

在共同孕育出一件完美作

品后，他们就要开始携手面

对更多挑战。

“在建筑的整个建造过程

中，土木工程专业工程师需要

跟各种专业的工作人员打交道。

比如机电专业、暖通专业、给排水

专业以及电气专业等，土木工程师

要和他们探讨强电弱电，通风、给排

水管道的走线以及工序交叉碰撞等

问题；工程管理专业人员会在整个建

造过程中进行资源协调，控制建造成

本；多专业共同努力，保障建筑项目工期、

质量、安全等管理目标实现，提升综合效益。”

窦玉丹说。

此外，在建筑学的专业学习中也有人选择

更接近于工科的建筑技术方向，从事相关研究

的人员会为建筑师在建筑声学、建筑热工、建筑

光学等方面为建筑方案提供更具专业性的设计

建议，以提高房屋使用的舒适度。

近年来，“双碳”战略以及以智能化为引领的科

技革命逐渐融入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行业已不可

扭转地受到这二者的影响，建筑行业也不例外。

“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建筑业正在向

着环保、低碳、绿色化方向发展。建筑材料、建筑

技术和施工工艺也在不断升级，以实现更环保、

更可持续的建筑。这意味着建筑行业将不断进

步，并有助于推动全球的绿色发展。另外，技术

创新正在对建筑行业产生深远影响。例如，通过

应用3D打印和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等新的

施工工艺和技术，建筑业可以提高效率和质量。

这些技术不仅可以改善建筑的过程，还可以提高

建筑的使用寿命和可持续性。”对于未来建筑的

发展方向，陈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许多高校的建筑和土木工程专业已

经在相关领域进行了改造升级。如大连理工大

学等高校的土木工程专业为应对低碳可持续的

转型升级需求，在建筑材料的课程中融入了对低

碳新型材料的探索研究。此外，全国迄今已有

100 余所高校成立了智能建造专业，在传统土木

类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上取得了很大突破。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创新驱

动战略为行业改造带来契机，而提升我国经济实

力的要求也为建筑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随着乡村振兴与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

需求越来越迫切，国家在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的投资将持续加大，这将直接拉动建筑业

的发展。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项目，都将为

建筑行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另外，随着人口

老龄化趋势加剧，对养老设施和医疗设施的需求

也将增加。这将为建筑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同时也需要更多建筑人才建设更多的设施来满

足这一需求。

从古希腊帕特农神庙到北京故宫

博物院，从迪拜哈里发塔到上海中心

大厦，无论是蕴含深厚文化含义的浮

雕壁画，还是“少即是多”的建筑理念

都让无数人为之着迷。

建筑学又被人称之为工科中的

文科专业，是一门横跨工程技术和

人文艺术的学科。大连理工大学建

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郎亮表示，建

筑师在做方案设计时要做的工作有

很多，既要从宏观角度思考建筑与所

处周边环境的关系，也要从微观的角

度关注建筑未来使用者的空间体验，

建筑师要对建筑的总体布局、体量关

系、功能动线、空间结构、材料构造等

给出科学合理的设计解答，要对建筑

造型、风格色彩等给出新颖艺术的美

学创作。此外，建筑方案还要满足相

关的技术规范要求，并适度考虑经

济性。

要将如此庞杂的要素集成在一栋

建筑中，建筑师要学习诸多领域的知

识。所以，目前大多数高校建筑学专

业本科阶段实行五年学制。在这五年

中，学生要学习建筑设计、设计基础、

专业美术、建筑历史、住区规划与设

计、城市设计、建筑构造、建筑物理、建

筑设备等核心课程，其中建筑设计类

课程是重中之重。同时，建筑学专业

还要求学生习得良好的形体和空间感

受能力、绘图表达能力。

对此，湖南大学建筑学专业创设

“一轴两翼”的课程模式：以设计类课程

为主轴，以建筑技术类和人文社科类

课程为两翼，注重课程的协同和前后

衔接，形成了一系列特色化的“课程包”

体系，帮助学生同步提升创造性思维

以及设计能力。此外，为了不让建筑

学专业学生只会“纸上谈屋”，学校还注

重专业教学课程的前沿性、多元化和

跨学科探索，依托本校强大的工科、文

科集群，实施协同教学与科研，以强化

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建筑学专

业就是项目负责人的角色。建筑内所

有工种的工作都需要建筑师来协调，

要保证既能满足各自的使用要求和设

计要求，同时又不影响美观和建筑的

功能。所以建筑学的学生要有较强的

综合能力，尽量多了解相关专业的知

识，才能在实践中做到运筹帷幄。”湖

南大学建筑系主任陈翚表示。

涉及专业及院校：

目前，全国已有300余所院校开设

了建筑学专业，2023 年在京招生的有

40余所高校，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天

津大学、同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重庆大学、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在内的“建筑老八校”均在其列。

有意愿报考建筑学的考生要注

意，各院校开设的建筑学专业分为五

年制和四年制两种，但只有五年制建

筑学专业，且通过全国高等学校建筑

学专业教育评估并在评估合格有效期

内的高校才具有建筑学学士学位授予

权，其他高校只能授予工学学士学

位。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在

毕业3年后即可报考一级注册建筑师，

而工学学士建筑学专业学生则需毕业

5年才可报考。

有关老师提醒，大部分高校建筑

学专业要求考生有一定的美术功底，

但不设硬性门槛。中央美术学院和中

国美术学院的建筑学专业在本科提前

批艺术类 A 段录取，报考这两所院校

的考生须按学校要求参加艺术类专业

考试。该专业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

10月2日是国际住房日。房子，这个为人们带来温暖港湾的小小空间，其中却需

要建筑学、土木工程、给排水、机电等多个专业的共同努力。那么，建筑相关专业需要

学习哪些能力？建筑行业如何就业？未来建筑会如何发展？本期我们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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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造一栋房子
建筑师：统筹全局的“甲方”

土木工程师：精确施工的“乙方”

就业方向：
低碳环保是
未来发展大趋势

（本报记者 岳 阳）

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里，有一栋

建筑每晚都灯火通明，即使在刚刚过去

的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也依然忙碌在岗

位上，一切都是因为这栋建筑里装了

一个大家伙——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

拟研究设施（下称“地震大装置”）。这

是我国地震工程领域首个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其建成后将成为目前世

界最大、功能最强的重大工程抗震模

拟研究设施。“地震大装置可以高度还

原地震作用，通过这个装置，我们可以

观察结构在地震作用下是否会破坏。”

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副主任宗亮表

示，“土木工程专业就是针对结构的研

究，尤其要保证结构的安全和耐久。”

为了保证结构安全，土木工程专

业的学生要学习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以及结构力学三大力学课程，还要学

习混凝土结构原理、钢结构原理、土力

学基础工程等核心课程；对于建筑工

程方向的学生，还要学习高层建筑结

构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学

生要具备从复杂的工程对象中抽象出

简化力学模型的分析能力，从而更好

地解决工程问题。

土木工程专业作为一个工科专

业，实践经验对学生非常重要。天津

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为学生提供了多个

功能实验室。在建筑材料实验室，同

学们可以亲手制作混凝土试块，并测

试材料的强度；在结构实验室，同学们

可以参与制作一根混凝土梁，并对其

进行加载，观察梁不同的失效模式；在

地下工程实验室，同学们可以开展土

的密度试验、含水量试验、固结试验

等；在防灾减灾实验室，同学们可以在

模拟真实情景下观摩结构的抗震抗爆

的性能。此外，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学

生在大二就会进行测量实习、地质实

习，大三到工程项目现场进行不少于4

周的生产实习，大四则要进行各种课

程设计毕业设计，实习实践贯穿整个

本科阶段。

在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中，力学

计算与分析能力对于土木工程专业的

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大连理

工大学建设管理系副主任窦玉丹表

示，通过土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

等力学计算分析，才能决定采用何种

地基形式、选用哪些建筑材料，以及如

何明确局部构件强度与整体结构承载

力等，从而精确地设计符合建筑整体

性、抗震性、耐用性等可靠性要求的一

些材料组合、一种结构形式。“我们经

常因为几厘米的误差，或某一处材料

不符合要求就会与其他部门的人争论

一整天，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对

结构安全却至关重要。”一位从业多年

的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说。

涉及专业及院校：

2023年在京招收土木工程专业的

院校达到50余所。有关老师介绍，土

木工程专业对考生报考没有特殊要

求，选考科目须必选物理+化学。

由于对结构的力学性能较为熟

悉，土木工程专业学生毕业后在对口

专业内拥有多个岗位选择，如到业主

单位进行项目统筹管理、进入设计院、

施工或管养单位进行设计计算、施工

管理、运维监测工作，也可以到监理单

位做一些监管监理的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