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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学校建筑规划设计与发展探索 

李  杭 

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430058 

摘  要：论文聚焦于中小学新校园建设，从新校园运动的时代背景、发展现状及建设要求出发，探寻了新形势下学校建筑的规划设计方向。

文章明确指出校园空间应成为有利于使用者参与的公共空间，新时代学校建筑应朝着适应未来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需要建设推进。探索创新

校园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学校建筑本身，而是以此延伸至教育导向和社会面貌上。希望对当前如火如荼的新校园建筑规划有正面的帮助，也

供同行领域及相关业者参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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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 世纪以前，中国的学校建筑只能算是施展教育的容器。在物

资紧缺的年代，只要能快速建造出可遮风挡雨、有桌有座的房子，

即能满足教育的 低要求。然而，当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冲击让标

准化校园变得“不标准”时，必将对学生的成长和教育发展产生桎

梏和阻碍。当传统教育模式逐渐为现代开放教育理念替代；标准化

学校建筑即将被先进的开放式校园设计所淘汰；现有的旧式学校建

筑无法应付多元化教育改革的需要时，则标志着新校园时代即将到

来。 

本文中提到的学校建筑主要指中、小学校建筑。相较于大学，

中小学的校园规划具备更多样的可能。学校建筑，是指为达成教育

目标而设立的教学活动场所，包括校舍、校园、运动场及附属设施

[1]。学术研究领域以“学校建筑”为正式的常用名词，“校园”则为

通用名词，因此本文行文时互用“学校建筑”与“校园”这两个名

词。 

1 新校园建设的发展背景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开

放式校园”设计，并逐步推行新校园运动。90 年代以后，欧洲和日

本的一些建筑师设计出“新概念”学校进而开始在全球陆续发酵。

所谓“新概念”是指“校园使用者参与学校建筑规划设计”的开放

理念。这种新式学校建筑要求以使用者参与规划设计、促进教育业

与建筑业者对话的方式建造施工。新环境使得学校建筑与学校教育

务必相互调和适应，以促成更多交集。另一方面，教育观念的转变

及新学习空间的拓展，也使得学校建筑必须与时俱进。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教育提质扩容工程”，“要建设 100

所国门学校，完善办学条件，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目前我

国大部分城市中年过半百的旧学校、老校舍都已进行大规模更新改

建。但有些地方依然存在因办学条件和教育环境差招不到学生但好

学校却一位难求的矛盾现象。各地教育部门在下基层调研中了解到

居民对教育有大期盼、高要求，政府力争在保安全、保质量、保数

量方面加快进度，抓紧打造一批优质学校，以满足民众“要上学”

“上好学”的需求。例如年初武汉市政府公布了 2023 年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其中，教育方面计划新开办和扩改建公办中小

学、幼儿园 109 所，新增学位 45760 个。我公司承接施工了武汉市

洪山高级中学和市十二中改扩建项目。 

2 新校园建设的发展困境 

传统校舍建筑均由专业建筑师和学校行政部门规划讨论，并以

建筑师为主导，缺乏大规模的家长、教工、师生、校外邻里参与式

设计。并且，大多数学校的行政管理者和决策者缺乏建筑规划设计

相关知识，对于未来校舍兴建的需求也不确定，导致校舍完工后，

使用者体验与建筑师设想产生落差。另一方面，学校建筑的兴建在

制度上必须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例如住建部 新公告的《中小

学校设计规范》中规定：“中小学建筑的场地和总平面及...等主要教

学用房及辅助用房的面积指标和...建筑设备等规划设计，均应符合

本规范中技术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学校建筑的革新增加了难

度和困扰。而执行者即建筑设计师和施工者的惯性思维也会影响学

校建筑的面貌[2]。这些缺乏使用者参与设计的过程 终都可能导致

建筑建成后的使用效果不尽人意。例如，某小学建校之初没有设计

地下停车场，等到使用若干年后发现地面停车位日渐不足又申请扩

建。种种现象表明：学校建设的行政决策者在建筑规划前未考量学

校成员与建筑的关系，忽略了民主参与作用，因而导致建筑空间与

使用需求不符的现象频繁出现。面对这种局面，唯有自上到下转变

观念，更新思维，方能使学校建筑发挥其 大功能。 

3 新校园建设的发展方向 

3.1 推进参与式校园建设机制运行 

理想上，使用者参与设计的运作模式能让校园空间的规划更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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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学校成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这种民主参与的过程会形成一种

体制或形态持续推行[3]，而参与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实践的尝试。

近几年国内很多大城市也在积极营造“新概念校园”。例如深圳新

沙小学就是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起的“福田新校园行动计

划——8+1 建筑联展”活动中的一所新型半开放式童趣校园；还有

将水乡庭院和生态绿廊引入校园，与社区共享景观空间的上海市青

浦区双盈路小学；以及由武汉建工集团承接扩改建的、500 米南湖

岸线怀抱中、四时风光各异、农耕角瓜果园遍布的武汉市洪山高级

中学等等。如图 1 所示，这些“高颜值”新学校建筑的规划设计都

在某种程度上听取和参考了师生和社会大众的意见，有的是在校园

局部改造范围内采取了使用者参与的方式。这种民主互动、共同营

造的行为尝试让学校建筑与教育结合的更紧密，也使得参与式校园

建设机制在我国正在成为趋势。 

 

图 1  国内新型中小学校园示例 

4 新校园建筑的规划设计要求 

什么样的学校建筑符合 佳建筑设计质量?1999 年英国建筑业

协 会 提 出 一 套 衡 量 针 对 建 筑 工 程 设 计 质 量 的 方 式

（DesignQualityIndicator），即DQI。DQI模式已经成为全球许多国家

建筑设计质量保证体系。有建筑学者借鉴DQI的三大设计构面，结

合我国国情，尝试设计出可供国内建筑业者使用的，检验学校建筑

设计质量的指标[5][6]。如下表述： 

4.1 建筑质量构面 

建筑质量主要包含三大指标，分别是效能、工程和施工。具体

内容包括： 

（1）效能。需满足的指标为：①校园建筑的设施管理良好。

②校园建筑的清洁维护比较便宜。③校园建筑的材料与构件具耐久

性。④校园建筑具有耐候性。⑤校园建筑有较佳的隔音设计。⑥校

园建筑的整体采光条件良好。⑦校园建筑有适当的人工照明控制。

⑧校园建筑有适当的室内空气条件。⑨校园建筑有适当的室内温度

条件控制。⑩使用者很少对校园建筑物使用过程产生抱怨。 

（2）工程。需满足的指标为：①校园建筑具备省水与节能设

计或装置。②校园建筑内的工程系统运作安静且顺畅。③维修与置

换校园建筑内的工程系统是方便的。④校园建筑的设计能降低机械

化通风与空调的需求。⑤各工程系统在校园建筑内的布置清楚且协

作关系明确。⑥在校园建筑内有明确的避难区划和防火策略。⑦能

健康使用校园建筑。⑧校园建筑的耐震与结构设计是安全的。 

（3）施工。需满足的指标为：①材料使用能反应校园建筑的

功能与目的。②在施工过程中能妥善规划建造工法与材料。③安

全的施工过程。④兴建校园建筑考虑到未来的拆除与构件的循环

利用。⑤有效整合校园建筑的格局、结构与工程系统。⑥妥善整

合校园建筑的内外装修。⑦考量到校园建筑设计未来因应气候变

化的影响。 

校园就像一位不会说话的老师，在无声无息之中对学生产生着

潜移默化的影响。好的校园设计不仅突出了实用保障功能，更体现

了一所学校的精神气质。 

5 结语 

综上阐述，理想的学校建筑应该是什么模样，相信每个人心中

都勾勒了一幅规划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做到 好的房子

是学校”“让每一个孩子带着梦想飞得更高更远”。身为新时代建筑

人，我们希望未来的校园像一座微缩城市，拥有开放、包容、与社

会融合、同自然共生的空间。每一位进入校园的孩子都带着对知识

的向往和未来的愿景，自在地徜徉其中。打造符合未来需求和期望

的创新型校园，关系到学生的身心成长、教育质量的提升乃至整个

社会精神面貌的转变。今日兴建的校舍，五十年后应当依然存在。

学校建筑作为教育的载体，不仅其建筑结构要有五十年的强度，校

园建筑设施也需要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与变革[4]，从而保障国家可

持续发展教育事业的传承兴旺。 

参考文献： 

[1]汤志民.台湾学校建筑的发展[C]//校园环境与教育国际研讨

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1997. 

[2]陈永兴.开创新的教学空间模式[J].建筑师，2001（4）：112-115. 

[3]Dudek.M.（Ed）.学校与幼儿园建筑设计手册［M].贾秀海，

时秀梅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5-17. 

[4]吴桂芬.学校建筑规划设计用后评估之研究[D].暨南国际大

学，2018. 

[5]何美瑶.整合DQI及Kano二维品质模式探讨校园建筑规划需

求[D].台湾科技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研究所硕士论文，2023. 

[6]Markus，A.T.LessonsfromtheDesignQualityIndicator[J].Building

ResearchandInformation，2003，31（5）：399-405. 

作者简介：李杭，男，1995 年 11 月生，工学学士，任职武汉

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武汉），工程部专员，助理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