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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在不断的生长、变化，每个城市都有“成长的烦恼”，如何在不断地成长中把握自己，

需要我们去不断地反思总结。每座城市都有变得伟大的潜质，城市设计就是去创造难忘的地点、

具有活力或宁静的空间，释放其内在的品质，在不失去城市文化、城市意向的同时来适应发展变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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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个不断变化、生长的有机体，城市的

生长从零起步，会经历漫长的历史和一系列的演变

过程，如何面对城市“成长的烦恼”，什么在变、什

么可变、什么不变，取舍之间决定着城市未来的走

向。其实每座城市都有变得伟大的潜质，一座城市

独特的内在品质的释放，能够创造难忘的地点、具

有活力或宁静的品质空间，而城市设计就是这种品

质的缔造者。 

一、城市文化的地域性 

看过这么一句话：“什么是上海文化，什么是上

海人，我认为外滩并不能代表上海，这段历史是一

段文化的侵略，真正的上海文化在“西塘”在“同

里”，那里的五月文化才是上海文化的发源地。” 

对于这段话，从城市设计的文化根源的角度进

行反思：从古至今，有哪一种文化史是被很纯粹的

延续下去的，我想没有，它们或多或少都受外来文

化的渗入，然后选择融合……就像之前提到的“西

塘”、“同里”，追溯根源，又如何呢？唯一不同的应

该就是所选取的视角不同，如今，我们站在华夏儿

女的位置看祖国的分与合，自然认为这些是中国文

化的发展历程，或许，一旦涉及到国界之分，地域

观限制的思想就不可避免地涌入了吧！所以，我们

不能轻易地否定一个城市现存的文化，任何事物存

在都有它自己的理由， 对于一个城市设计师来说，

所要做的，就是从中选择提取你所要的元素。 

今天的现实变化如此之大，已经与中国传统社

会之间有了明显的断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当大

的一部分是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实际生活中。即使

有些中国文化仍然存在，也往往被生活边缘化。就

像中国传统的诗词、国画、京剧，它们主要是表现

古代风情的古董存在，而不是实际生活的一部分。 

传统概念上的上海传统城市风貌已不足以成为

建筑风格选择的理由。就像整个城市一样，水平舒

展的体量在高度密集的城市中心受到挤压，从而转

向垂直竖起，也标志着对曾经辉煌的工业文明的敬

意，这些是设计师从特定的城市和文化语境中解读

的文脉。 

在城市设计中，对于城市文化的提取，试着将

古典文化以美学片段的形式培植于现代语境中，产

生所谓的地域性。 

二、城市的变迁 

如今，“人类不再追求自发的再造城市和发明社

会生活的形态，而是使现存的和经常被覆盖的历史

作为能逐渐自我改变的工业化社会的资源。”城市和

它的建筑作为一种资源，同时也意味着保存现存的

建筑作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在需要的地方改变文

化的功能，保持城市总平面，在有可能的地方重建，

减轻交通阻塞和改善交通设施，同时通过现代建筑

来增添它的使用功能。 

我们看到古老的街坊和公共设施，“不变”物留

存后的环境随着更新建筑的开展，抽稀的是林荫广

场下的市民活动空间，而在古迹旁增加的是保证尺

度的转角小屋、过街楼、阳台等元素。起到空间的

闭合、渗透，秘密与公开的灰度调节等作用。 

新与旧、建与拆、运动与静止，历史的与时尚，

所有关系和谐共存。平静和美的城市，或许是城市

永恒的追求。 

三、城市的意向——行走与穿越 

城市在发展，行走中的城市整体环境具有的并

不是一个简单综合的意象，而是相互重叠、关联的

一系列意象，不仅因为所涉及的范围尺度的不同而

不同，同时也取决于视点、时间和季节的变化。今

天，大尺度城市的意象环境已经非常稀少，所以现

实生活中的空间组织、运动速度、新建项目的速度

和尺度，都使得有意识的设计来建立这样的环境成

为必要。 
城市的意象自身并不是将现实按比例缩小、精

确微缩后的一个模型，而是有目的的简单化，通过

删减、排除、甚至是附加元素，融会贯通，将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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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关联、组织在一起，才形成最终的意象。事实上，

我们对环境的需要并不仅仅是结构良好，而且它还

应该充满诗意和象征性。它应该设计理想和传统，

自然环境以及城市中复杂的功能和运动。 
人们总是可以适应环境，沙漠里也有人能够生

活，校园环境不好也有这么多人在生活着。但反过

来分析，虽然人们能够适应不好的环境，但是这些

环境同时作用于人，它会对人的行为习惯和公共活

动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例如一座城市或大都市，它

将适应数以万计市民的感知习惯，具备可塑性，对

于功能和意义的改变不加限制，同时又能包容新形

象的生成，它必须让大众来探索这个世界。 

四、城市中心设计分析 

关于城市中心设计的话题，其实也就是关于“规

划设计什么”、“如何设计”的问题。 
一座伟大的城市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街

道、林荫大道、公园、广场、购物中心和滨水地区

等公共区域的品质。单个标志性建筑物可能成为肖

像，但使城市变成适于生活而又难忘的却是总体公

共环境的品质。这些良好的公共区域能够唤起我们

的荣誉感，并产生强烈的积极形象。而作为百万人

的家和吸引无数游客拜访的地方，城市中心推动了

地区的发展。 

城市中心是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心，

是人们愿意聚集、交易。购物和居住的场所。城市

中心重建的浪潮标识这创造典型城市生活的抱负。

它具有易通达、用途多样特点。 

当城市中心拥有发达的公路、水路或铁路，就

能为生产创造和商务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促成商业

中心的形成。 

城市中心不仅需要林立密布的店铺服务附近的

居民和商家，也需要市政府、法院、学校和各种文

化机构。城市中心用途的多样化创造了经济活力。

重叠的商业领域、购物、居住于休闲追求等是目的

各不相同的人们在一天中不同的时辰踏上同一条街

道，带动了区域的活力。 

成功的城市中心不是随便产生的，它们之所以

出现，是因为一系列行动的付诸。例如：每个大城

市中心的组成部分包括办公区、购物区、居住区、

文化和娱乐设施、宾馆与会议中心。 

（一）办公部分 

虽然办公楼往往所占的空间最大，但仍要维持

临街处用途的多元化，保证步行环境的活跃。例如

芝加哥的密歇根大道，密布着办公楼和兴隆的零售

店的街道。它优质的办公楼和购物设施也刺激了这

个区域的住宅、宾馆等大型项目的投资。 

（二）购物部分 

虽然零售业不是城市中心财富和投资的主要贡

献者，但它通常对城市活力的焕发很重要。另外，

城市中心不只提供便利、商业服务和特色购物，还

需要提供优质的环境。有魅力的户外环境，如购物

广场、特色街或水景区，都能充分地营造出这种美

好的形象。这种空间也就成为了社交聚集地。如波

兰市街景的改善，为零售店顾客提供了视觉的连贯

性和身体的舒适感，雕塑、艺术品和季节性绘画为

街道环境提供了色彩和生机。 

（三）住宅 

住宅对城市的活力至关重要。要建造充满活力、

适于居住的中心区域，就要使住房区集中在离市中

心或活动中心较近的区域，并且具有集中化的邻里

环境。 

（四）文化娱乐设施 

文化娱乐设施帮助把城市中心建成休闲场所和

游客的目的地。而要释放这种潜能，就要把它们融

入到城市中心的构造中去。这些包括著名的剧场、

表演艺术中心、体育场、画廊、博物馆、户外娱乐

空间等。如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先锋广场，为艺术

展廊、古玩店、博物馆和餐馆提供了场地。 

（五）宾馆与会议中心 

宾馆和会议中心往往坐落在邻近重要公共设施的地

方。会议中心应该提供会议空间、就近的住所和一

套完整的服务设施，如：宾馆、购物出、商务服务、

运动娱乐设施等。 

五、塑造与众不同的城市中心形象 

塑造城市的形象可以从多个元素入手。呈多种

形式的标志物，包括建筑物、拱廊、公共空间、喷

泉和大钟等。可分辨的城市标志物能够凸显城市引

以为荣的形象。尤其对那些外地游客来说，它是城

市景观中最值得纪念的元素，代表着整个城市，是

城市的象征。 

街景是城市中心活动最显著的位置，通过设计

优美的长椅、灯柱、树木绿化等，为城市创造清晰

地形象。所以，设计的关键在于创造出与城市中心

环境设计元素一致的形象。 

另外，公共艺术品，包括之前提到的雕塑、喷

泉、建筑图形 、树木护根围栏、长椅、下水道检修

盖、围墙等都能成为值得关注和欣赏的艺术元素，

在支持城市形象的同时，也使环境人性化。 

如上所述，我们建设城市的方式、我们建造场

所的方式会对这些空间内的人过何种生活产生深刻

的影响。在城市不断的文化冲击与筛选中，在不失

去城市意向的同时，需要规划设计让城市适应发展

变迁，释放内在的品质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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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了加大信息量而做翻转的问题 

有的教师想利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给学生讲授

更多内容。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翻转的

目的不在于教授更多的内容，而是让学生对重点难

点的更多理解，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得以提升，或者

让学生有更多时间练习以达精熟，让学生学得更加

生动和更加有趣。同样的，或许翻转课堂是教师创

新教学的重要途径，但绝对不是创新教学全部，创

新教学将有更深层次的教学改革值得关注。 
翻转课堂的运用需要教师转变教学方式的理念

和方法，也需要社会观念和现代化技术的密切配合。

运用翻转教学教师必须养成新的教学能力，更需扮

演多元角色，诸如讲演者、促进者、协助者、鼓励

者等。另外，学校和社会资源的大力支持也是翻转

教学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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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lipped classroom" is a new learning method based on student-centered.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flipped classroom" and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then makes it clear that this teaching method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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