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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建筑设计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庄月金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  310000 

【摘要】教育教学设计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教学载体，与基础教育发展理念和学校管理体制的实施密切相关。学校基础设施和环境因素会对

周围环境、交通和师生身心健康产生长期不利影响。在这个目的的前提下，如何将现代个性化、人性化、现代生态化的建筑设计新理念充分

融入到一所学校的整体建筑设计中，从而保证学校整体建筑的功能能够更好的充分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值得建筑行业人士的高度重视。为

了适应教育的发展，本文分析了学校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学校设计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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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大学的主要建筑设计中，为了满足大学教育本身的发展需要，

遵循教育理念和模式的趋势导向，创造适应现代大学教育改革的建

筑，成为新世纪大学建筑设计的重点。建筑的空间逐渐演变为自主

学习活动的空间，对教育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理念和综合知识应

用能力具有巨大的文化推动力和作用。同时，中国当代大学的环境

建筑设计不仅要充分满足各种大学教学活动的各种物质文化需求，

还要赋予当代大学新的环境建筑人文性和建筑艺术性，这给当代大

学的环境建筑设计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当前学校建筑在"教育性"和"文化性"上升所面临的两大挑

战 

长期以来，我们普遍更加关注教师、学生、课程、教学和制度

等重要因素对我校学生学业发展的直接影响，但“大学建设”这一

重要因素对我校学生学业发展和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直接影响并没

有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但实际上，大学主要建筑的整体布局、功

能、色彩、空间，与大学全体师生的一切情绪、健康安全、学习的

精神集中、学生的满意度、出勤率、效率都有着直接的关联。大学

的主要建筑通过其显性或隐性的表达充分展示了其“教育”和“文

化”，这影响了居住在那里的所有大学教师和学生。有时候，我们会

发现“懂建筑不懂教育的人，懂教育不懂建筑的人”存在客观的事

实设计缺陷。因此，大学内部建筑的整体设计首先存在高等教育教

学理念发展滞后的巨大问题，再次存在大学建设项目资金和建设项

目质量管理等诸多问题，使得我国大学的整体建筑设计呈现出同质

化的巨大劣势。如果从整体建筑的角度来研究一个大学的整体建筑，

很难说很有说服力。我们还是要从大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文

化学、社会学、生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各个维度深入分析研究，

才能全面了解和有效提升一个大学的整体架构。 

二、我国的学校建筑设计问题 

2.1 学校的建设标准较低，规范相对滞后 

中国的中小型设计规范和建筑标准仍然停留在工业社会对学校

建筑的要求，以满足大规模的集体教学。与信息时代教育理念和模

式的不断发展相比，有很大的滞后性。这导致很多设计概念在规范

的限制下无法实现。 

2.2 学校的布局安排不够合理 

学生进入高考的一般选择是在老城区报名，这直接造成了老城

区的入口交通压力和入口生活压力。在这个定义下，也会使得入口

交通非常不方便。这类交通问题的主要构成是老城区总体布局和结

构规划不够合理，难以适应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导致老

学区周边地区城市交通网络严重拥堵。 

2.3 用地规划较为紧张，学校功能不健全 

目前，城市规划建设中学校用地资源的缺乏，加上大量城市建

设用地的开发和老城地区的改造，使得学校总体规划中的土地利用

更加紧张。在保证学校对教学设施需求的基本前提下，活动和校园

绿化空间大大减少，学校生活环境相对简单，空间设计没有层次性。

这也是因为建设标准低，导致规划用地不足，造成设计上的各种不

合理。 

2.4 监管工作不到位 

虽然一些国家颁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或法令，制定了许

多政策规范，但在实施具体政策时却不是这样。许多项目设计管理

单位将项目的设计质量水平作为设计工作的重点或内容，完全忽视

了设计成本。当时建筑工程行业的设计管理工作非常广泛，缺乏一

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许多专业设计师在没有专业设计管理能

力的特殊前提下参与各种设计管理工作，导致许多设计方面的质量

问题频发。 

 

 

三、学校建筑设计的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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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追求建筑设计的实用性 

大学的主体建筑必须能够满足教学、生活、住宿、文化娱乐等

各种功能需求，并根据不同建筑功能的具体需求，制定合理的设计

方案。这样，在图书馆的整体建设和建筑设计中，一个大学独特的

文化史、大学文化资源、独特的历史文化教育资源可以完美地融入

建筑师的理念中，既充分体现了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文化教育品位，

又充分体现了其历史文化教育气质。目前，一所大学的许多历史图

书馆也在历史博物馆前配备了带书籍的历史雕塑，不仅充分体现了

一所大学文化教育的历史文化设计理念，而且充分装饰了整个大学。

此外，在大学建筑设计中，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追求现代大学主要建筑的美观实用，为师生提供便利。同时，还必

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体育场馆的类型和学生行为习惯的具体特

点。比如在校园体育馆的规划设计中，大学认为校内师生的各种体

育娱乐活动是大学体育的高峰期，可以自由选择尽可能增加大学体

育场地的面积，以充分满足大学体育活动的需要。实用的防护设计

也主要体现在为学生建造一些大型基础教育设施，创造一个安全温

暖的户外学习场所，并增加专门为无障碍学生建造的防护设施，方

便学生和教师见面。 

3.2 营造现代、时尚的科技校园 

随着新信息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和移动通信信息技术逐渐深入

应用到教育部的教学管理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在科技教育教学中

的应用越来越频繁，直接影响到师生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因此，

大学在规划和设计智慧校园建筑时，应更加重视现代科技信息元素

在大学建筑设计中的特殊作用，从而实现智慧校园的建筑技术和智

慧建筑特色。大学校园建筑的有效科技不仅体现在大学建筑外观的

有效新颖和大学建筑设计过程的有效现代化，还体现在大学建筑各

项功能和校园管理的有效现代化。如大学教室和教学实验室中大学

多媒体教育设备的有效设置和综合应用，计算机教育网络对各类大

学各类教育活动的有效管理和安全监控，智能校园生活服务区节能

减排设施的应用，校园教育活动与各类家庭和大学生活的无缝衔接

等。我们应用尖端、智能的教育设施和校园管理的创新理念，努力

营造便捷、灵活、开放的新型现代校园生活和教育学习信息环境，

使局部有限的现代校园环境能够通过社会科技创新与外部丰富多彩

的生活有效连接，实现大学社会教学技术与各种校园技术的无缝有

效连接，通过社会科技促进教育，推动各大学文化教育管理教学技

术的进步。以促进大学社会科技的文化传承和技术创新，影响大学

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我国大学校园建设前瞻性技术的重要体现。 

3.3 自主学习空间的营造 

自主学习模式是当前我国新课程教育改革的教学重点和新的教

学方法，其重点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性。自主学习

模式有利于鼓励学生在传统学习模式思维下积极创新、自主学习，

真正实现终身学习能力和生活学习质量进步目标的统一。大学的整

体建筑设计既要充分服务于学生日常生活和专业学习的实际需要，

又要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在大学建设中，通过为教师和学生建

立各种教学活动空间，为教师和学生的学习活动创造一个开放、审

美的想象空间，学生确实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其中。利用大

学建筑的空间结构，可以突破师生学习和思维的障碍，从而充分培

养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学习思维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实际上

是一种高度机械化的课堂教学方法，严重阻碍了学生参考思维的独

立性和发展。因此，正在积极推广的新课堂教学方法有效地改变了

这一尴尬局面，将新的课堂教学主体从更多的教师转变为更多的学

生，重点在于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主动性，从而充分培养学

生的独立性和思维能力。为了达到同样的教学效果，大学必须为学

生自己建立一些独立的学习和独立的教育活动空间，如图书馆阅览

室。同时，还应适应为大学的社会主义实践教育人员创造更多的活

动空间，培养学生的独立创造力和丰富想象力，使他们摆脱大学原

有的传统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3.4 教师办公空间 

在大学教师独立办公生活空间的整体设计中，除了满足每位教

师的日常工作和办公生活需求外，还需要合理设置教师独立办公空

间，方便每位教师在业余时间对大学教育学的教学方法和实践进行

认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而大学要充分考虑接待室的空间，让

学生在工作需要的时候，可以来到教师楼的办公室和接待室的空间，

找到指导老师，解答相关问题，有利于促进师生良好关系的有效建立，

实现师生之间有效的信息沟通和交流，缩小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 

3.5 保证建筑结构的优化程度 

中小学抗震建筑设计在设计的时候也要注意充分考虑学校建筑

主体结构，认真学习学校抗震建筑减灾设计的相关知识，在分析学

校既有建筑主体结构特点的基础上，正确设计学校建筑主体结构，

确保建筑结构使用安全。目前高层建筑的主要设计形式是单层钢筋

混凝土框架结构，普遍有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学校建筑的主体

建筑不能直接使用空心斗拱砖墙和部分空心砖墙作为主要承重结

构。在一些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需要根据当地自然灾害的类

型及时设计防灾建筑。对于一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地区，如台风地震，

需要根据台风地震的实际断裂程度和抗震抗风的性能要求，重视抗

震设计。 

结束语： 

教育建设中的各种投资活动是开发学生智力、促进教育教学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教育的各种投资活动，必须完全依靠各

个学校使用的建筑。从各个学校使用的整体建筑的功能点出发，分

析了各个学校使用的建筑的整体设计功能点的要求。使教育空间面

向当代教育和未来教育的发展，是现阶段学校建筑设计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汪成梁.建筑方案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及其对策[J].建材与装饰，

2016（24）：87-88. 

[2]刘伟东，张军. 浅谈居住建筑节能设计中遇到的问题及其对

策[A]. 山东省制冷学会.2007 年山东省制冷空调学术年会论文集[C].

山东省制冷学会：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2007：3. 

[3]刘仁泉.公共场所建筑设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J].江

苏预防医学，1995（01）：49. 

[4]李夺.学校建筑设计的特点及创新探讨[J].建筑技术开发，

2021，48（03）：37-38. 

[5]雷孝通.学校建筑框架结构中的小震和中震设计分析[J].福建

建材，2020（11）：1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