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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盐田区云海学校二期建筑方案设计

张明洋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通过对本项目的分析，尝试走出一条顺应场地特征，打破各种局限，在高密度条件下的文化教育类建筑

改扩建的创新之路，重新定义一期二期的空间关系、资源调配和校园需求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学校扩建高密度因势利导立体分层功能叠加

云海学校，顾名思义，观云看海，必然地势较高，

可以看到远处的海景。项目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梧桐山麓

东侧，北侧三面由一条盘山公路围合，南侧紧邻一条西

高东低的排洪渠。

一期建设为36班九年一贯制学校，用地面积3万

m2，用地充足，容积率低，校园设计的较为舒展，运动

场为250米标准跑道，校园室内外可以较好满足36班师

生的使用。

二期新增可建设用地为4500m2，新建建筑面积为3.8

万m2。

分析用地面积和建设量，二期开发强度必然巨大，

从可建设范围示意图得到结论，新增用地与一期可建设

用地合计约1.2万m2，毛容积率3.16；运动区必然需要保

留，则实际教学楼主要建设范围为新增用地区域，净容

积率将突破5.0。

新增用地比原地用地面积仅增加15%，而校园使用人

数确增加一倍，必然带来室外运动场需求矛盾，体育课

的排班基本难以保障。

二期扩建后，依然为一个完整的学校，进行统一协

调管理，相关公共课室、公共教学用房、公共活动室等

用房需要全体师生共同使用。需要设置便捷的联系，对

现状教室和新增教室进行重新划分布局，利于课程的合

理安排，以及使用的便捷。[1]

厨房依然使用一期部分，餐厅需要扩建，需要一个

厨房便捷服务两个餐厅。

车库需要扩大，需要充分利用旧有车库出入口，并处

理好新旧地库之间的连接关系和结构关系，同时在山坡地

条件下布置人防地下室，以符合新的人防建设需求。

新增地块与原有学校存在8米高差，如何解决巨大高

差带来的空间联系？

南侧排洪渠地势较低，如何处理地块内部与排洪渠

直接的空间关系？

一系列的需求与矛盾，需要设计师进行抽丝剥茧的

解决。

总平面图

用地与空间策略——空间解构

新增用地与一期之间10米高差进行合理利用，设置2

层半地下室，将多功能厅、食堂、图书馆及部分教学辅

助用房设置其中，原运动场区域进行立体开发，设置2

层地下室，与一期地下室进行平接，并满足人防覆土要

求，半地下室相应高度设置架空体育馆和300米环形跑

道，其上部靠近二期设置200米标准运动场，形成双层立

体运动场，以满足扩建后体育教学及运动需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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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教学楼设计——顺应地形的合理排布

标准层平面，最大化南向房间数量，布置3排教室，

南侧2排布置普通教室，北侧1排和其余部分布置为辅助

教室；东侧设置为公共活动连廊，可以作为学生课间活

动区域、读书区域和远看西南侧海景的公共活动场所，

成为楼层的公共客厅；

首层设置大量的架空活动空间，既作为本栋楼的活

动集散区域，同时提高了高密度空间的通透性，强调一

期和二期的空间可视性。

二期首层平面图

二期标准层平面图

二期半地下室设计——下沉庭院提供良好的采光

通风，结合柱网的特征合理设置大空间。

多功能厅设置在南侧两排教室中部，充分利用此区

域层高和跨度关系，与东侧运动场的平接关系保障其疏

散的便利，并可便捷服务一期和二期；

南侧、北侧和西侧地势较低的特征，结合北侧庭院

的设置，保障了此两层半地下室大部分主要使用功能可

以获得良好的采光通风，让食堂、图书馆、社团活动、

总务用房等用房可以获得和地面建筑同等品质。

地下一层平面——新旧地库便捷连接，食堂通过

下沉庭院获得良好采光通风；

食堂用于服务二期，北侧下沉庭院的引入，将被挤

压到地下部分的食堂也得到良好的采光通风，与地库的

联通也利于后勤的运输；

新建车库与原有车库保留一定间距，保障二期施工

的可行性；

地下二层平面——新旧地库的连接，人防地下室

的设计，厨房与送餐通道，游泳馆结合地形设置为自然

采光通风；

游泳馆南侧地势较低，恰好可以设置为南侧开敞

面，合理采光通风，提高品质。其北侧边线与-2F车库保

证30米覆土，满足地库人防需求。北侧一期厨房，通过

新建地下通道以及配套食梯，便捷服务二期食堂。[3]

几个典型剖面关系



·建筑设计与研究

144

结束语：顺应场地特征，以垂直叠加的方式应对紧

张的用地条件，这让我们看到了提高密度后教育建筑的

发展潜力，使校园得以释放更大的使用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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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