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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校园建设实践与探索

——大关县第二高级中学新校区建设项目

张夫新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昆明　650100

摘　要：在现代化都市中，校园建设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同地域的校园建设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挑战。作为山

地地区的学校，山地校园建设实践与探索具有独特的需求和挑战。在山地校园建设的实践中，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其特点，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本文将从实践和探索的角度，探讨山地校园建设的特点、挑战和解决方法。通过本案的研

究与讨论，我们可以为山区学校建设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实际案例，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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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山地校园建设面临着诸多独特的特点，首先是地形地

貌的复杂性。山地地区地形多变，地势起伏，存在大量的地

势悬殊，地形复杂，地形地貌对校园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其次是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山地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

又需要保护好这些资源，校园建设需要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合

理利用资源。最后是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的不便。

山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供水、供电等配套

设施对校园建设带来了困难 [1]。

1. 工程现状情况

大关县第二高级中学位于大关县翠华镇联合村汪家寨，

项目用地现状为丘陵山地，最高点位于用地北侧，最低点位

于用地南侧，从地形图上看，原始地形高差极值达到 50 余

米，平均坡度约 20%，作为建设用地，条件并不理想。由

于项目用地为生地，目前基本保持原貌，现在南部有一条规

划道路，还未建成，将来道路施工后，部分地形可能会被改

变。加之本项目为学校建筑群，对场地的高差控制有较高的

要求及限定，因此本项目将本着在最大程度尊重和利用原始

地形，减小土方量的原则，从实际使用功能和使用安全性、

舒适性的角度出发，对场地进行适当规整后加以利用。

学校建设用地 114409.98 平方米（171.61 亩），校园总

建筑面积 74632.39 平方米，其中地上 68481.45 平方米，隔

震层 6150.94 平方米，现规划设计以高中生 4200 人设计，

每班为 50 人，共设置 84 个高中班。

2. 设计理念

本校园基地独特的自然景观条件和环境生态资源，促

使我们着重于环境生态和校园生活的研究，并从整体校园环

境的营造入手，将建筑与景观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景观、

环境与地形条件对校园空间形态的影响，在空间感、场所性、

景观利用和塑造等方面做出努力。

校园整体环境的营造应从现实校园生活需求和特征出

发，尊重和适应该校特殊的办学使用要求和校园文化，创造

社区化的校园环境，促进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的展开。同时，

力求体现和延续云南地方自然文化特征以及校园的文脉，营

造兼具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和当代人文精神的校园空间场所，

这将为新校园文化氛围和场所精神的形成奠定良好基础。

3. 总平面规划设计  

校园规划采取规整式布局与自由式布局相结合的方式，

充分解读场地的高差现状，形成以图书综合楼为核心轴线，

初中部及高中部以台地的形式发散布局的校园空间格局。在

场地高差处理上，尽量沿场地长向设置道路，形成分台逐步

上升的道路，以解决场地高差过大的情况。学校整体规划布

局图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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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校总平面图

整个校园各区域功能分区明确，形成以图书综合楼为核

心的校园文化区，以教学楼及实验楼为核心的校园教学区，

以为学生公寓及食堂为核心的校园学生生活区，以体育场为

核心的校园体育运动区。

校园文化区：位于校园中部，以图书综合楼为中心，

以校园入口名人广场为起点，顺应山势形成台地文化广场、

学校林荫绿地，环境小品，并遍植葱郁的树木，形成文化气

息浓厚，自然环境优美的校园文化核心区，是师生交流与文

化传播的主要场所。

校园教学区：教学区以图书综合楼为轴线，分别布置

其两侧，其西北侧为教学综合楼，分台设置一栋教学楼及一

栋实验楼，两栋与连廊错层连接。东南侧为教学楼，分台设

置三栋教学楼，与连廊错层连接，两栋实验楼，与连廊错层

连接。各教学楼、实验楼均用连廊错台连接，形成一个一个

院落，院落结合景观布置各学习角，增加教学区的学习氛围。

学校入口角度整体空中鸟瞰图详见图 2。

图 2 学校鸟瞰图

校园学生生活区：学生生活区独立成区，以学生公寓

及学生及教工食堂为主要功能，学生公寓错台布置，各学生

公寓间，以连廊的形式连接，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也便于

学校管理。

校园体育运动区：位于校园西北部，结合梯田式的台

地绿化营造一个体育公园，由一个标准 400 米球场和若干球

类场地等组成，作为校园的体育中心，相对独立，成富有特

色的运动休闲场所 , 便于学生日开展体育活动。

4. 竖向及交通规划设计

由于本工程原始地形高差大 [2]，地形复杂，最大高差

50 米，平均坡度超 20%，考虑到学校设计功能功能合理性、

易用性和安全性原则，我们在竖向设计上的原则是在保证上

述要求的同时，尽可能合理利用地形，减小土方量，争取做

到内部土方平衡，减小高挡墙的出现频率，并结合地形设计

建筑布局，形成退台、吊脚、局部地下室与半地下室结合的

竖向空间，并结合景观等设计将地形合理利用。

校园主干道在各功能区之间呈环状贯通，使校园在整

体联系便捷的同时，不穿越各组团内部空间，并且以蜿蜒曲

折的道路形成步移景异的道路景观。校园次干道服务于各建

筑群周边，形成完整通达的车行道体系。

5. 建筑单体设计

单体设计延续总图上的山地台地设计特点，依山就势

简化建筑以院落高低形成自然台地建筑格局，建筑色彩采用

灰墙青瓦为主调，结合教育建筑特点，在重点出入口进行局

部处理，同时在建筑屋顶设计成随山地起伏叠加设计，形成

独特的中国现代建筑特色。

图书综合楼位于主轴线上，是校园核心公共空间，其

功能上往往承担着“校园客厅”和“校园地标”的作用。图

书室为整个校园共享，核心形象上体现以学术为中心的设计

思想。图书综合楼位于校园的中心，在功能设计中利用地形

高差，设计为双首层入口，各功能入口利用地形高差，形成

多个入口，保证各个使用人群的独立性。学校入口角度图书

综合楼透视图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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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书综合楼透视图

教学区以图书综合楼为中心分成两个管理的教学区，

各教学区普通教室和实验教室配套，形成两 大楼群组块，

各组块拥有独立的入口，将不同年级和年龄段的学生分区安

置，并通过廊桥、走廊等水平交通系统有机联系成一个整体，

增强其联系性、通达性及共享性。各教学指廊可根据年级段

划分区域，即可保证学部的统一管理，又能将各年级间相互

干扰降低。分散于东侧教学楼的各类实验室及功能教室，使

师生在普通教室与实验室之间转换的交通流线大大缩短。学

校广场视角教学楼透视图详见图 4

图 4 教学楼透视图

食堂及室内运动场位于校园西北区域，强调功能实用

性和共享性，将食堂功能和室内体育场功能有机结合，避免

传统校园中体育馆建筑使用率低下的弊端。学生食堂两个学

生食堂分别设于一层、二层，满足学生使用；三层为室内运

动场地，设有一个篮球场及部分学生活动室。

学生公寓在有限的用地面积下布局学生公寓，同时保

证均好性的日照要求，提供完善的公共用房，满足学生日常

居住的便利性及舒适性。学生公寓均平行设置，南北向布局，

目的是为了提升管理单元效率，同时保证房间采光均好性。

“一”字形单元布局，山墙相对，男女生宿舍相对独立，且

无对视，便于管理。

结束语

综上所述，山地校园建设的实践和探索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

应该充分认识山地校园建设中的特点和挑战，不断实践和探

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为山地校园建设的健康发展做出

积极的贡献。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山地校园建设在未

来能够取得更加显著的成就，为山地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更

大的贡献 [3]。

参考文献

[1] 宗轩 . 《图说山地建筑设计》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3 年 9 月 1 日出版

[2] 王兴炳 .“浅谈山地建筑规划设计新思维”. 《城市

建设理论研究》, 2011 年出版

[3] 卢济威 .《山地建筑设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年 2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