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与艺术学院 

十年寒冰，难凉热血 

撰稿人  陈鑫星 建筑学专业 

我梦想成为建筑师，进入交大后转系到建艺，情愿将本科延长为六年。为了自己的理

想和热爱，在建筑学的三年中，我勤思好学，两学年成绩专业第一，三年总成绩第一，两

年国家奖学金，连续三年获校三好学生、并且在专业核心设计课中 3 年全部 11 个设计作

品 A+满分，并获得了北京交通大学最高荣誉-知行奖学金。 

建筑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心灵的习惯 

“建筑是一门神秘的学科”，在不断的学习中，我逐渐理解了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一句

话。我发现自己目之所及，心之所感皆为建筑。在学校中散步时，我注意到普普通通的教

学楼，和天空之间形成了奇妙的图底关系，就像一个个字母一样，于是我拍摄了一组摄影

作品-字母交大。这是建筑对我日常观察的影响，也是初学建筑的我对母校稚嫩却深情的表

达。之后我还因为有建筑学专业背景和摄影特长，受邀作为专业摄影师助理前往北极圈进

行建筑摄影考察，探寻极端气候条件下建筑和自然的冲突。我的作品还被评为具有摄影奥

斯卡之称的 IPA 国际摄影大赛银奖，并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举办自己的展览。 

无尽的远方，和无尽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我不断学习专业的同时，我开始更深入的思考，建筑学究竟是什么？建筑学是一门解

决问题的学科，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依靠优良的建筑设计得到改善。我们可以通过建造构

筑物向孩子们科普建筑学教育，我们可以设计幼儿园，希望减少社会中不断发生的虐童事

件我们可以设计共享空间，来缓解北漂青年在高昂房价中的生存问题。 

信仰是人生的指导，也是努力的源动力 

学业优异的我也是年级里最早发展的党员。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社会工作、服务同

学与我而言已渐渐成为习惯。作为新生班主任助理，我希望能帮助他们走出刚入学时的困

惑，作为校官方微信首席团成员，我参与过多篇阅读量 10W+的推送，为学校 120 周年校

庆作出自己的贡献。 

建筑是人的想象力，驾驭材料和技术的凯歌 

除了人文关怀，建筑也应该成为科技创新的凯歌。我在 GUME 工作坊研究抗震可变软



性节点获得亚洲设计学年奖优秀奖；作为队长和土木同学合作研究曲面桥梁获得市结构设

计竞赛二等奖；设计具有气候应激性的可持续建筑围护结构，参与发表 SCI 论文。 

而在我参加的国际太阳能十项全能竞赛中，更是将人文关怀和科技创新进行结合。如

何解决城镇老人的生活问题和城市污染能耗问题，我们以重返乡村为概念，探寻未来老人

的居住模式，以装配式工业为基础，设计零能耗可持续的太阳能住宅。虽然是团队设计组

中最小的成员，但我全程参与从概念到建成共 900 多天，作为主创之一和室内组组长，负

责概念设计，室内适老化设计，家具设计，灯光设计并最后亲手搭建施工，最终我们团队

在来自国内外高校的 20 个赛队中获得综合第五，两个单项第一的历史最好成绩。我还代

表团队在清华举办的全国建筑技术年会上进行分享和汇报。 

当我们渲染出一张建筑的效果图，在拍摄出设计落地后的照片，我们会明白这就是一

个建筑师最大的感动和成就。 

还记得四年前的那个九月，当大家都在迎接红果园的新主人时，我提交了转专业申

请，是交大给了我能够追求自己理想的机会。初识建筑时，是交大的各个建筑和景色，培

养了我对摄影的热爱；刚学设计时，场地都在交大之中，四餐厅边的创客空间，学活边的

校园驿站，我观察它，我绘制它，我要用自己的设计来改善它，就像院长跟我们说的那

样，建筑就是生活，我们在学习建筑，我们也是在认真的体验生活，伴随着改善生活的欲

望，并永远拥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我参加竞赛感到压力，难以坚持的时候，是脑海中

那个高高的南校门一遍遍提醒我，要带着交大最优秀的设计走出去，我是一名来自北京交

通大学的未来建筑师——陈鑫星。 

城乡规划：发现城市的精髓 

撰稿人 王欣宜 城乡规划专业 

2014 年的秋天我来到了这片红果园，用五年的时间来探索了北京这座宝藏城市。和大

多数工科专业不同，城乡规划专业是一门融合了工学、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多类学

科的工科专业，显然，它对于我们宏观的分析、中观的探索以及微观的设计都有着较高的

要求。不同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往往站在更高的层级，利用上帝视角去分析区域或城市

的现状以及问题，并通过设计提供最优的解决途径。 

交大对于城乡规划专业的本科课程设计，主要是基于场地由小到大、问题由浅入深两

条主线。对于专业课，大一与大二会接触到较为小尺度的建筑设计与空间设计，从大三起



将会涉及城市设计、居住区规划、详细规划、总体规划等大尺度宏观规划与设计；对于专

业基础课，大一大二和建筑生较为类似，建筑美术、建筑结构、建筑历史、城市建设史、

城乡规划概论等，进入大三后课程容量与难度会较之前有明显提高，规划学的课程也将逐

渐开设：城乡规划原理、道路与交通规划、区域规划、乡村与小城镇规划、历史城镇保

护、基础设施规划、地理信息系统、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系统工程学等。 

规划专业不同于其他工科专业的另一点在于城乡规划专业不仅仅需要我们学好课内的

知识，更需要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去城市里进行直观地探索，把课内学到的案例落到真实的

城市空间里，这样才能加深记忆，加深对于空间的理解。基于此，在北京学习的优势便体

现了出来。功能复合的商业综合体、肌理完整的胡同街道、一体化的地上地下空间、保存

完好的历史古迹……这些都对我们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了解空间格局与脉络提供了第一

手资料。寒暑假对于城乡规划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段宝贵的完整时间。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

里多去家乡以外的城市逛一逛，在丰富阅历的同时也可以不断充实自己的规划案例库。 

回过头来细数这五年在交大的生活，除了圆满完成课内的课程之外，学科竞赛、学生

工作、社会实践等也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等荣

誉，也利用假期的时间探索了近 40 座城市。感谢交大的平台让我成功推免至了城乡规划

专业全国最顶尖的学府进行深造，也祝每个来交大学习的学子都能以鹿为马，不负韶华。 

作茧为添翼，临渊不羡鱼 

撰稿人 付慧琳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三年前的秋天，刚刚开始大学生活的我在记事本上一笔一画写下“看更大的世界，做

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可以无怨无悔地度过自己的大学四年；如今回首，临渊不羡，感谢

三年来一直坚持奔跑的自己。 

    我就读于建筑与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相较于传统工科文科专业，设计专

业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美感与创造力。在交大这样利于学习与成长的环境下，我努力汲取养

分，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学习上，博学慎思是我的目标；我希望通过端正学习态度，提升

自我学习的能力；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多次获校院两级奖学金；努力在学好专业知识

之余拓展自身素质，所以同时辅修了中国传媒大学网络与新媒体双学位。入学至今，我曾

获得院“人之初，性本念”创意摄影比赛一等奖，院形象设计大赛一等奖；并有幸加入学院

studio9-imedia 互动媒体工作室；更是有幸在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



习，参与两会专题视频制作，单条阅读量破百万！接触到了先进的理念与技术，获益匪

浅。我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不断参与项目的实践过程中，我不仅提高了专

业水平，更逐步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 

    工作中，“事如故，严谨敬”是我的态度；我曾任校团委文体部外联中心理事，院

学生会宣传部理事，军训十二营副营长，2016-2017 寒假招生实践团哈尔滨分团团长，

2017-2018 暑期笃行社会实践团团长。目前担任校主持人队队员，校网络宣传员，媒体

1601 班长。作为主持人队的一员，我积极活跃在舞台上，多次主持院校两级活动，同时也

是校电视台的新闻主播；作为班级干部，我带领班集体积极参各项活动，组织同学开展团

队建设，增强班级凝聚力，同时开展学风建设，鼓励共同进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媒

体 1601 获评校级优良学风班，院级优良学风班，宿舍文明班集体；我也获评优秀团干

部。 

    生活中，我坚信厚积定会薄发；我端正思想，严格要求自身；在 16 年刚一入学

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在为成为合格的中共党员而努力；我热爱运动，健身房，田径

场，网球场，都能看到我的身影；我热爱光怪陆离的艺术，北京大大小小的展览总要去一

探究竟；我热爱旅行，两年里我勤工俭学走过天津，海拉尔，上海，南京等 12 座城市，

最爱祖国的山河，入目皆是风景；我热衷于公益志愿事业，曾参与 2017 中超联赛志愿活

动，2018 中非合作论坛志愿活动；努力通过实践活动提高创新能力与自身素质。 

    路虽漫，而我愿积跬步以至千里；未来，我将继续怀揣止于至善，在明明德的信

念继续服务集体，服务同学；作茧为添翼，临渊不羡鱼；我将努力做更好的青年人，做更

好的学生干部，做更好的自己！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撰稿人 边文彦 环境和设计专业 

首先，我所理解的环艺是一门多元化，跨专业的学科。它既需要工科的几何逻辑思

维，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又需具备艺术化的审美能力，还需将积累的生活经验投入其中，

当然，软件制图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入学到现在的这两年虽谈不上精彩，但在环艺真的

收获了许多。下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生活。 

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 

足够热爱很重要。在还没上大学前时我就喜欢上了抽象艺术，但当时的我对那些抽象



符号以及它们之间的意义，也都只是依样画葫芦，实际上并不理解。于是上大学后图书馆

就成了我茶余饭后的必去之地，我查阅大量资料文献，从大师图册到几何数学再到哲学理

论，寻找一切我想知道的信息，琢磨切磋，就是这样一点点由于热爱而产生的一步步的探

索研究，最终我给我的抽象符号赋予了意义，也对大学学习的思维习惯有了一些初步接

触，但对于这些画面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我真的都懂了。  

入学两年对专业的理解：新的学习思维的产生到运用思维来达到自己需要的设计效

果，知道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是什么。这个理解始于大一时的一次写生课，我对

着东阶梯教室门前的两棵树画了一下午，直到天黑，但一直觉得画中的两棵树有形无神，

张澎和梦婉老师过来点醒了我，一定要画看到的吗？我顿时开悟，眼睛思考要比眼睛看见

真诚的多。于是写生课结束后，我创作出了许多自己满意，老师同学也认可的作品，其中

的两幅还得到了学院的认可，选为送给毕业生的礼物，这使我信心倍增。 

大一基本是打基础的阶段，到了大二才开始真正进入专业课的学习。 

为了让自己在专业学习上进步的更快，我有个小习惯，在每门专业课结束的时候，我

都会自己写一篇小结课报告，总结自己在这次作业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引发的一些思

考。我认为总结是重要的，善于总结更重要，它们是你设计思维成长的助力器。 

在人际交往的扩展中，我也得到了一次与大英博物馆教授交流讨论的机会。我从我的

专业角度出发，向教授提供了一些关于空间设计，展览形式的帮助。这次讨论会中教授的

提问也让我的设计思维得到了有效的扩展。 

大二这个阶段，为了尽早了解环艺专业的发展趋势。于是我跟着老师参加了居然之家

的室内设计竞赛。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软件，极限 48 小时从一张白纸到出一套设计方案

并获奖，让我和合作的同学在那段时间里学会很多。细节决定成败，用心方能取胜，真的

是这样。 

设计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认为这个专业让我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个设

计思想和你另一个设计思想在做斗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设计没有最好，只有最恰

当。 

爱生活，就像爱我的专业 

学习的方式有很多，不应该只是在作业中成长。只窝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眼界就会被

局限住，偶尔也要走出来看看，学习、旅行、感受生活，这些都是成长。我曾走过大半个

中国，从城市厦宇到荒滩戈壁；也曾出于对沙漠的喜爱，到访中东阿拉伯地区。大自然在

给与我们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启发了我们。当我深处无边的沙漠时，美好、灵感和感动，



这些都是我在旅行中收获的弥足珍贵的东西。大自然在不断的变化，设计也是。 

大一入学在众多兴趣社团中，我选择加入了滑雪协会，由于热爱，开始了一段滑雪历

程，这两年滑雪摔过的跤数不胜数，严重的时候脖子手臂都动弹不得，吃完饭仍然咬牙接

着练，那时好几次想过放弃这项运动，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坚持。从第一次滑雪的紧张害

怕，到现在在滑雪比赛中能拿到名次，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才不会辜负自己。也印证了那

句古话“读不在三更五鼓，功只怕一曝十寒。”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坚持兴趣如此，

学习如此，处事为人也如此。 

生活有三百六十度，为什么只坚持一个方向 

我认为作为设计师应该是博学的，不单只是懂画图和艺术，应该同时是一个生活家、

旅行家，应该对文学、对艺术、对历史、对地球上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理解和把握。身

处其中的人可以学到老玩到老，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继续探索的东西。 

“环境设计之于民生，之于人文，共利之。”这是张澎老师开学时写在我们班的一句

话。我相信再过两年我会对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 

视觉传达：让图案说话 

撰稿人 黄小蔓 视觉传达设计 

如果你是追撵太阳的人，成功就会水到渠成，梦的路上才会真正充满那芬芳的鲜花。

经历了人生转折性的那次大考，我如愿踏入北京交通大学的大门，进入视觉传达艺术设计

专业学习。通过近三年的学习，我感受到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赋予设计的灵感会让作品

鲜活、灵动、充满生命力，我喜欢他带给我的快乐，并为之庆幸我的选择。 

一、何为设计？ 

当我还在考前班时，我所接触到的设计都有或多或少的套路，当时我们的设计没有过

多的目地性，更多的是为了迎合某个学校的风格去进行创作。在我的概念中，设计几乎能

够等同于艺术创作，尽管对于艺术，我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毫无疑义的定义。只是它们在

我心中都是有一个极大的想象空间，没有任何外界的束缚，能够任我的想象自由驰骋。可

是在经过了两年的学习后，设计的诠释，在我心中便有了很大的概念转变。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到现在就我所认识到的设计可以说是与生活相融。重新认

识的设计像是多了一种目的性，每一个设计作品都有它的目的，或许是满足市场需求，或

许是满足消费者，再或者只需要满足小部分的定铎者。它需要满足创新的初衷，但在此之



上，还需融入合理、适用的社会功能。这样的设计是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它在美的基础

上，还需为社会提供一定的服务。 

二、何为视觉传达？ 

视觉传达是指利用视觉符号来传递各种信息的设计。设计师是信息的发送者，传达对

象是信息的接受者，它起着沟通企业——商品——消费者桥梁的作用。它其实就是人与人

之间用双眼所进行的交流，它可以跨越彼此语言不通的障碍，可以消除文字不同的阻隔，

凭借对“图案”的视觉共识获得理解与互动。简而言之，视觉传达设计是“给人看的设

计，告知的设计”，是为现代商业服务的艺术。 

在视觉传达学习的开端，你需要找准自己的喜好，问问自己，是否喜欢做平面设计，

喜欢绚丽的广告，喜欢酷酷的字体设计。当有了这份热爱后，我们需要为自己长期的学习

计划做好有效的安排。我们学校视觉传达专业所开设的课程包括：字体设计、图案设计、

标志设计、书籍装帧、包装设计等。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学校的课程，我们首先须掌握

一定的美学基础、学术知识，提升自己的内涵与文化底蕴，设计出的东西才能打动人，才

能让人欣赏。在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之后，我们还需不断提高自己的美学鉴赏能力，知道

什么是美的东西，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此外，掌握基本设计软件是必须的，软件是

笔，用它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艺术气息，不是光靠美术效果折服人的，好作品需要别人

能读懂的。因此，刻苦学习软件也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 

就业方面，当今是知识信息的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体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两

大视觉媒体，印刷出版物媒体与信息互联网媒体。人与人之间需要信息传递。通过色彩、

文字、图形、形态手段在视觉媒体中传达信息、传递理念、传递商业促销目的，达到促

销、展示、认知等作用。因此这方面的人才显的越来越重要。 

社会上对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方面的人才需求量与日俱增。虽然国内各主要艺术院校和

综合性大学艺术系的有关专业都不断地在扩大招生人数，但培养出的设计专业人才还是远

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呈现出供不应求的状态。由于商品市场的刺激和需求，视觉传达

设计行业一直是社会热门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