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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掌握一些必要的要素，比如，

随着我国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教学功能被应用

到建筑设计中，为以后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活动打下良好

的基础。在进行空间的设计时，要将各种功能需求都考

虑进去，方便老师和学生们的使用，以免因不适当而影

响到教学的正常进行。在进行设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

到建筑功能人性化，充分发掘出建筑空间的潜力，完善

设计成果。同时，也要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到校园建

筑规划设计中。遵循我国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

筑方针，设计出美好校园。

1　学校建筑设计的特点

1.1功能布局

中小学设计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满足教学功能需求。

中小学校园的基本功能大致分为五个区块，分别是：教

学区、行政办公区、生活服务区、运动区和校园核心区
[1]。布局的形式和具体的基地大小、形状有着密切的关

系，周边道路交通、相邻地块功能、日照、风向等都对

建筑布局有着一定的影响。教学区因其建筑功能的特殊

性，大部分教室都是单排或双排呈一字型排列，再以此

为单元进行组合。行政办公区则可单独成栋亦可和教学

区相结合。生活区包括了食堂、宿舍、设备用房等，一

般不与教学用房合并设计。运动区除了室外运动场，还

有室内的风雨操场、游泳馆等，两者自然是相邻设置。

校园核心区主要包含了校园广场、升旗广场等。

1.2人文关怀

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中小学在进行规划设计

时应注意渗透人文色彩，为学生创造一个有益于身心健

康的学习环境。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

精心设计、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建设绿色学

校。在建筑设计时对建筑空间进行科学的运用，特别是

在学校内的公共交流活动的小空间中，将学校的教育理

念和人文情感融入其中，舒适的空间有利于学生健康积

极的学习生活。另外，在学校建设中，也要充分运用各

类建筑设施来体现其文化内涵，在建筑的功能设计中运

用人性化的思想，加强学校建筑的人文信息。学生们大

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的，他们对学校的环境非

常的熟悉，通过对学校中的一些景观小品精心设计，也

能使校园充满生机。为了满足学生的需要，特别是在寄

宿学校的建筑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心理需求，

让他们在学校里有一种归属感。

1.3坚固安全

学校是孕育祖国未来希望的摇篮，师生在学校内的

全过程安全是校园建筑设计的重中之重。每一则校园安

全事故的新闻都是令人痛心的，在建筑设计中就要消除

各种安全隐患，给学生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中小学中

一股人流的宽度是严格按照 0.6m 进行控制，楼梯、走道

的疏散宽度均为 0.6 米的整数倍。多个学校发生的踩踏事

故说明，当梯段宽度不是人流宽度的整数倍时很不安全。

2009 年 12 月湖南省某校楼梯间的踩踏事故使 8 名学生死

亡，26 名学生受伤。该楼梯梯段宽度为 1.50m（2.5 股人

流），课后急拥下楼时，会挤入3人，必然有人侧身下行，

极易跌倒。惨痛的教训不可重演 [2]。学校建筑的抗震设防

类别也是重点设防类，保障学生在地震中的安全，不让惨

剧重现。外墙不使用面砖、临空窗台高度不低于0.9m，栏

杆推力要求增大、二层以上外窗不设外开窗等等，设计中

的各种各样的小细节都在保障着学生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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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校建筑设计的策略

2.1总体布局

校园内建筑和运动场地的布局很大程度上是由具体

的地块决定的，大致的原则可以分为以下几点：1. 教学

区远离噪声来源，如快速路、铁路等，选择将运动场地

布置在靠近噪声处。2. 教学楼普通教室有日照需求，多

考虑南向布置。3. 食堂宜设置在校园下风向，且靠近后

勤出入口。4. 室外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等场地的长

轴宜南北向布置。5. 注意教学区、运动区、生活区之间

的分离与联系，既不互相影响也不太过独立。

2.2功能布局

校园的核心是教学，教学区主要功能是普通教室

和专用教室。功能构成模式相对比较简单，大致有集中

式、分支式、哑铃式、庭院式。目前的中小学设计中分

支式和庭院式的应用相对较多。由于日照要求普通教室

大部分南向布置。东西向则布置功能教室及公共教学用

房等。目前大多数的教室考虑到经济适用的原则，大多

还是呈方形布置且功能较为单一，但是随着教育模式的

发展，或许新型的普通教室会更为推广，除了传统的学

习空间、讲授空间、储物空间、展示空间，还会增加教

师空间、安静空间、游戏空间、多用空间等等，可以通

过家具、隔墙的灵活布置，更大程度的丰富学生的学习

生活。在教学区还可以穿插一些供学生交流、活动的小

空间，课间休息时间较短的时候，大部分学生不选择下

楼活动，可以在这些小空间休息玩耍。合理安排科学活

动室、阅览室等，使学生在课余时间有更多的选择。其

次是教师办公场所，可将其分为行政办公区和教学与交

流活动区，在空间安排上应注意各空间的独立与关联性；

教学区内是需要就近设置任课教师的办公室的，这样方

便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

2.3创新建筑环境设计

在学校环境的营造中，应充分体现绿色建筑概念，

这也是今后建筑设计的发展方向。建筑设计中的“自然

化”是指建筑物形态的颜色要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学

校是以教学为目的的，所以在建筑设计中，既要体现美

学，又要体现实用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3]。充分考

虑学校的自然环境，如风向、日照等，拥有良好的朝向

和通风条件，通过高性能的保温材料，传热系数较低的

门窗，优化建筑构造做法等，充分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为建筑本身供电供水，实现低能耗的绿色建筑。依据

生态环保理论，建筑规划与设计应遵循“绿色”的理念，

以“绿色”为核心，以“生态绿色”元素为核心，协调

“建筑 - 环境”的关系，提升学校环境。

2.4建筑安全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设计，安全无小事。同时还

可以结合建筑的功能解决更多安全隐患，例如：建筑之

间通过连廊相接，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为学生们提供更

多的活动空间，还可以在发生火灾等事故时更好的逃生。

结束语

总之，与其它类型的建筑相比，学校建筑有着显著

的特点，既要体现教育教学的功能，又要具有一定的人

文色彩。在进行创造性的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多方面

的因素，使得学校建筑能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并能满足不同的人的使用需要，并且在今后的发展

中，将朝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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