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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圩宝镜古民居实考》

内容概要

《大圩宝镜古民居实考》的内容是第三届实验教学的成果“大圩宝镜古民居实考”。中国传统民居建
筑建设历史悠久，各民族在辛勤劳动与建造家园过程中用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民居建造文化，是丰富
中国建筑史最重要的板块。中国高等学校环境设计专业“历史建筑实考”课题是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
牵头，校企合作的课题，有助于建立更有价值的名校实验教学平台，带给兄弟院校相关学科在实验教
学上的更多启示，特别是对当地古民居建筑保护与旅游业将起到推动作用，更为研究实验教学提供一
些有价值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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