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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峰小学设计特色研究

张明洋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 深圳 518000

通过对本项目的分析，尝试走出一条高密度、高容积率下的文化教育类建筑的创新之路，重新定义高密

度校园、赋予教育以新的含义，致力于在我们生活的超级城市中锚入与呵护一方人文精神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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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矛盾

城市土地的高强度开发，城市中的土地价值持续提

升，政府不断平衡着土地资源稀缺与教育用地等社会需

求的爆炸式增长之间的矛盾，随之而来抛给建筑师们的

难题也就显而易见，高密度、高容积下的学校建设近五

年来将深圳视作了创新试验场。

本项目用地面积仅1.08万m2，需要建设42班规模小

学，且需要配建一定数量教职工宿舍，规定容积率高达

2.14，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要满足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

范的规定，包括主要教室建筑间距25米的要求，主要教

室层数不超过4层，以及需要建设不小于200米运动场，

一个体育馆，一间300-400人报告厅，满足师生使用需求

的食堂等多种功能空间。

同时，地块存在北高南低的复杂地势，复杂的功能

需求、紧张的用地条件和复杂的地形关系，需要将各种

矛盾进行平衡、化解，抽丝剥茧的解决方案出来，势必

将本项目成为试验场中的典范。

我们同样也希望能在符合当前教育体系下进行设

计，并将寓教于乐体现于建筑当中。

当前情形下，教育模式的转变也使得学校不再都是

传统的教学空间相对独立的教学群落，它将有可能转变

为一个多维度的、教学空间互融的巨构综合体，犹如一

座微型城市。[1]

2 场所

项目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油松片区城市更新单元

内，周边将是包含了居住、办公等新建筑。

校园规划用地区域北侧地形较高，东南侧地形较

低，高差约达5米，坡度为5%。

场所的复杂性是设计过程中的一个痛点，也是解决

高密度建设下的一个突破口，面对该场地特征，对校园

进行解构，重塑。通过在空间上对场所进行切割，划分

为教学区域、公共教学区域、教师区域、运动区域四个

大区，将是对场地的正向回应。

街角鸟瞰效果图

总平面图

3 策略

3.1纵横布局，动静分区

教学区主楼采用平行式二横一纵布局方式，二横为

为主要教学空间，平行式布局方式充分利用了长面布置

优势，使场地得到最大化利用，释放更多其他区域空

间；一纵为两栋教学主楼的连廊，形成南北教学区水平

交通线。

学生运动场设置在地块东侧，为西侧预留出主要建筑

完整的建设场地，同时形成了从噪音干扰较大的东面商业

区到需要安静环境的教学区的有利过渡。东部地块上部为

抬高运动场，负二层为风雨球场及多功能厅；教学区域地

面部分为主要教学、行政办工等，负一层半地下配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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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等，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实现动静分区。[2]

垂直叠加

学生使用的部分需控制在24m以下，主要教学区主楼

占据的是由场地高标为±0.000的地面最佳位置。

使用功能垂直叠加的方式将教师宿舍设置在教学楼

上7-9层，5、6层架空活动借鉴住宅的架空层处理手法，

成为上下两个不同功能的衔接过渡空间，宿舍单独设置

交通通往一层，具有较强的私密性。

半地下空间正适合放置公共教学用房，以及一些大

空间，同时将室外运动区域托起至平北面路面标高。

4 空间

我们希望校园里能有一些独特的东西可以通过建筑

给孩子们起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由开敞式主入口开始，

经过教学楼主体之间，最后止于开阔的室外运动场一条

东西贯穿的中轴形成于校园之中。而围绕中轴，将是多

维的空间形态徐徐展开

魔方空间

以灵活、多样的功能设置以及多维度的交流空间设

计，成为学校的“隐形课堂”，魔方般的空间形成于校

园之中，让在此上学的孩子们对空间的认知更为亲切、

活泼。

主入口空间

学校大门设计退让出一个开敞广场，作为接送小孩

的等候区，退让的广场与城市公共空间共享，不但具有

一定的集散功能，减少密集的人流对城市街道的压迫，

还为建筑与街道之间提供缓冲，而且使整个建筑形成了

富有变化的城市界面。

进入校园，后场空间里的体育运动场成为背景空

间，视线透过前场内院，不仅整个校园显得宽敞通透，

而且实现更多元的层次与空间的变化，丰富了空间，下

沉广场的设置，通透的建筑空间更好的适应孩子的行为

特点，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更具启发性。

结合绿地打造活动空间

半地下室中庭绿地赋予庭院学习、社交、休憩等功

能，形成丰富层次感,满足了校园绿地面积要求同时，增

强了半地下室空间的自然采光与通风。

一层架空结合看台

教学楼临体育场面一层架空设置看台，做为开阔运

动场的拓展灰空间，化解山墙面的封闭

5 立面

立面设计强调建筑外向的公建感与内向的空间趣

味；通过玻璃面、白墙与垂直绿化把建筑丰富的体块连

接成一个活泼、有机的整体。

南北两条平行建筑外向展示面用大片玻璃装饰、加

以格栅分隔，强调建筑原有的体块关系。建筑内向用横

向白色外廊与玻璃栏板表现教学空间的横向感；用折板

与玻璃面结合装饰层间办公空间，表现“盒子”，加以

木色与绿化点缀使得“盒子”更加精致活泼，更与中庭

绿化与教学空间有了呼应与连接，赋予“魔方空间”绿

色的生命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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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景观

在结合建筑“魔方空间”的布局下， 我们利用两条

景观主轴将主入口与操场打通一条空间绿廊；

同时利用丰富的层间活动平台与错落有致的屋顶花

园形成两条屋顶花园景观带， 结合地面消防环线绿化

环，整体形成两轴、两带、—环、—廊的景观布局。

考虑到主入口广场的功能需求，首先保证其聚集和

疏散功能的畅通。再利用层层叠加的跌水烘托主入口的

气势，也取“问栗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的

寓意。

结束语：以垂直叠加的混合功能模式应对用地条件

的极端局促，这让我们看到了提高密度后教育建筑的发

展潜力，使校园空间模式顿生脱胎换骨之感。将“教育

理念”与“空间理想”紧密联系，积极塑造“新校园”

价值标准，将更好的实现卓越的空间品质和高远的文化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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