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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十字门中学景观方案设计浅析

黄伟阳
广东水木园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广东 珠海 519000

摘 要：设计以“岭南绿谷”来打造绿色生态校园，充分考虑师生教学生活及活动需求，以节点集散为基础，打

造富有人性化的社交环境，营造多层、多重、多维度功能空间场所。同时加强岭南文化导入，赋予校园新定义，与生

态景观巧妙融合。融合自然生态、科学合理、教育理念先进的多元化“绿谷校园”。

关键词：岭南绿谷；多功能使用场景；友好型校园；多层绿台；让教育回归自然

十字门中学是一所新规划建设的学校，是鹤州新

区（筹）“十四五”期间重大教育建设项目，也是该区

“十四五”期间建设的唯一公办初中。无论是从地理位置

还是建设规模来看，十字门中学基址具有通山达海之势，

得天独厚的生态基底。设计围绕以下部分一一展开：

1��建筑读解

建筑规划设计以“岭南绿谷”来打造绿色生态校

园，其中由三大部分构成：

1.1  绿谷轴——城市级别的景观廊道，结合对景观环
境的可持续设计，打造“绿谷长青”的生态校园、绿色

校园。

1.2  绿景——校园内部的开阔视野，校区内部不仅
南北方向视线通透，在东西方向由于多层退台的层层退

让，也能保持开阔的视线关系。

1.3  绿台——层次丰富的景观平台等部分构成。
建筑设计提炼岭南建筑材质色彩语言，以及传统建

筑布局设计而成。色彩方面提取了砖红，青灰，冷白等

建筑色彩及材质作为景观底色。打造了岭南庭院式格

局，景观结合建筑形成三进五园的空间布局。

2��项目思考

对场地特色，我们分别从生态肌理、立面色彩材

质、文化方面选取三个案例做了学习借鉴：

案例一是位于深圳的龙华外国语学校，利用场地高

差，在中轴营造生态自然的绿谷景观，形成一个地毯式

的校园生态网络；

第二个案例选取广州百年学府广雅中学，建筑立面

同样选取了红砖材质，绿化与红墙相互映衬，景观细节

也延续红砖材质，形成整体统一的景观风格；

第三个案例是我们珠海的容闳书院，珠海是一个具

有浓厚岭南文化底蕴的宝地，设计巧用精致的景观设计

和空间处理手法以及植物配置呈现出了最具岭南特色的

传统书院形式。

3��景观策略

聚焦场地，基址有良好的生态基底，通山达海的地

理优势，设计以“岭南绿谷”来打造绿色生态校园，，

第一步借通山达海之势 ，描绘场地空间格局；其次提出

建筑与景观相互渗透，让教育回归自然；最后将岭南传

统古为今用，在细节中体味中华文化礼韵；

4��景观主题

围绕“文化绿洲、林里学府”这个主题，通过“一

轴三进五院多台”的空间策略，打造一座融合自然生

态、科学合理、教育理念先进的多元化“绿谷校园”。

4.1  动线梳理
校园动线的梳理上：达到快线慢网的作用，学校前

广场也纳入带状公园的一部分，南广场及其西侧预留临

时汽车临时落客点，西侧布置地面停车位，从南广场进

入学校，一层流线串联五个公共教室中庭以及北广场；

二层流线直上中轴大台阶到达公共架空广场，可到达初

一初二初三教学区及图书馆、饭堂和运动场。

5��景观营造

围绕着“一带（校外绿带）一轴三进五院多台“的

景观策略，景观序列逐步展开：

5.1  一轴三进，文化绿轴
前序：红凤礼序：南广场作为学校的形象入口采用

对称放射式的流线广场提高了校园入口的庄严性和人流

集散功能。两排对称外延的凤凰木为校门增添了礼仪

感，有表达有凤来仪的吉祥之意。将临时落客点集中到

场地西侧，与服务驿站和风雨长廊形成校外拓展区，完

善学生家长接送功能。从车行视角看，低矮层次的灌木

地被和疏朗通透的列阵凤凰木，营造出庄严礼序、视线

通透的入口中轴广场。从人行道步入校门广场，运用砖

红色流线种植池和线性铺装结合凤凰木打造具有引导性

的校门集散广场。

⑴. 一进：书山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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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广场进入学校，到达贯通南北的学术中轴第一

进空间：中轴大台阶（二层流线的起点）利用5.5米高差
进行造景，取意于(唐)韩愈【劝学说】中的“书山有路勤
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由主通行大台阶及东面的幽林勤
径组成。台阶结合平台，除了满足大人流量通行，同时

可供师生短暂停留等候及交流的功能，石阶上有名言警

句雕刻，时刻鼓励学子上进求学探索。幽林勤径蜿蜒曲

折，花木扶疏，给学生以不同的空间体验，用不同的道

路，可以达到一样的地点（二层中庭广场），寓意：求

学之路，殊途同归。

⑵. 二进：“格式”廊院
登上台阶，到达由建筑回廊围合而成的矩形庭院空

间，为满足场地不同的使用人群以及使用场景，我们试

图为空间提供一个可聚可散，多功能使用场景的方案。

设计师从我国书法史上临帖写仿的一种界格“九宫格”

中获取灵感，通过提炼-变形-转译，将空间划分为不同
尺度的格子型，以中央开放式阳光草坪为主，周边形成

九个不同尺度的活动空间，这类的空间里，通过巧妙的

种植设计，形成台地与中央草坪若即若离，忽远忽近，

呈现出丰富灵活的空间变化，我们希望为“师生”提供

一个更自由、更放松的环境，犹如爵士乐里的即兴演奏

（impromptu）。加长的坐凳是为了提供了更舒适的社交
距离；更宽的坐面是为了提供了更惬意的躺靠。

⑶. 三进：慧林海
位于靠北门广场处，概念来源于纪念孔子的圣林，

条石坐凳穿插在乌桕林中，打造成一个林下休憩空间，

冰裂纹的铺装让场地更显璞实，斜面的条石坐凳兼顾了

不同身高的人对坐凳高度的需求。学生在此可感受“林

下求知，智慧之林”的浓郁氛围。

至此，完成“一轴三进”的文化绿轴的体验。

5.2  五院棋布，林里学府
步入学府五院，以中华文化传承为主线，打造习礼

园、融通园、继古园、开今园和未来园，营造书山绿林

的庭院空间，希望作为最佳配角和建筑相互映衬，相

互成全。此外全园以中学生为主视点，通过无障碍设计

打造儿童友好型校园。结合学府五景打造植物五景，相

互映衬，升华文化氛围。让春夏赏粉红色花，享绿意盎

然；秋冬观姿态造型，闻庭院芬芳。营造具有中式韵味

的庭院空间。

⑴. 习礼园—“尊师习礼、佳果满园”
这里结合老师办公区、德育展览区和历史教室来营

造一个校园尊师习礼、佳果满园的传统文化展示平台，

庭院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台层交流空间。四周无障碍衔接

建筑内廊，增设石汀步丰富空间趣味。以古时孔子师承

老子，拜师求习典故的场景再现，弘扬“礼敬师贤、习

礼学文”的文化传统，培育明礼崇义的校园氛围。种植

岭南佳果代表品种荔枝、柚子、石榴及千叶桃花，寓意

桃李满园。设置敬师雕塑与中心草坪上，营造“礼敬师

贤、习礼学文”的文化氛围。沿路布置置石座凳，结合

敬师雕塑打造林下讲坛。院植物以岭南佳果为主题，栽

植荔枝、柚子，石榴和新优品种粉花山扁豆，共同营造

“佳果礼让”的文化氛围。

⑵. 融通园—“融通思辨、生态绿荫”
结合地理教室在此打造一片融通思辨、生态绿荫的

聚合庭院，可通过台阶和无障碍坡道分别到达绿荫下沉广

场。为户外沙龙、地理科普提供了一块非常适合交流的围

合空间。下沉广场的嵌草铺装拼合成世界地图造型。同时

将各国语言与红砖花基、座凳、铺装结合打造，在细节中

体现世界文化。整体选用常绿乔木营造生态林荫的庭院氛

围。营造绿荫大树下学生融通思辨的交流场所。庭院内选

用常绿乔木南洋楹，搭配热带耐阴植物，在多种常绿植物

相互映衬下营造生态绿荫的环境氛围。

⑶. 继古园—“继古赏艺、白兰闻香”
以书香、墨香、花香为主题营造继古闻香、白兰墨

竹的读书氛围。通过塑造层叠而上的石阶种植池，展现

中华书法文字的魅力。同时以寓意深远的海红豆和墨

竹作为植物骨架，搭配白兰、金桂等香花植物，营造墨

香、纸香、笔香的读书氛围，与书香学府气质相互映

衬。定期在继古园开展书法展，展出师生的书法作品、

沿着叠层台阶展示书法相关的书籍以及古时的书法工

具、为书法艺术提供一个交流展示空间。并将各类风格

的书法字体制作成发光文字挂在树干上，让展示书法文

化的方式更加丰富有趣。随处建筑转角的植物组景，和

大树绿荫下艺术错落的书法石阶，组合成一处处怡然自

得的读书角，让读书变得更愉快，更自在。以文人墨客

喜爱的竹、兰为主题品种，中间点缀象征平安的海红豆

作为主景树。搭配白兰、金桂等香花植物打造真正的书

香校园。

⑷. 开今园—“惜时开今、粉黛晕染”
打造一个半围合的草坪下沉广场，背景红砖墙与数

理化等研学展陈融合，结合植物花色围合出一个花色满

庭的畅想地。在场景中打造一个下沉的草坪广场，凤凰

木作为主景树点缀在中心草坪上，红砖台阶坐凳围绕在

草坪一侧，结合背景的红砖展示墙打造一个半围合的草

坪时光剧场。借助红砖景墙以及空旷的大草坪，定期开

展数理化的研学展览，将数学公式与景墙相结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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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空间展出各种数理化相关的展陈。半围合感的空间

也能让老师在此展开一场即兴的讲解。从建筑二层回望

开今园，植物花色与建筑立面相互映衬，大面积的活动

草坪让校园看起来更生态的同时也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

绿色舒适的活动空间。

⑸. 未来园—“提问求思、绿色未来”
未来园紧邻学院的科技中心，我们以提问求思、绿色

未来为主题，绘制出一幅遨游宇宙星河的生活场景。运用

漂浮的绿岛花基、流线的星河铺装和神秘的星系图案作为

设计元素，希望激起学生们对宇宙奥秘探索的兴趣，从小

埋下征服星辰与大海的种子。整体营造简洁、疏朗、通透

的植物氛围，选用朴树、尖叶木樨榄、佛甲草等绿色植物

进行营造，打造未来绿色的生活场景。将航天科技创展中

心室内科普延续到户外，定期举办展览，展示航天飞行器

及历代科技成果、航天成就及航天精神，加深学生对地球

和宇宙的认识。让心里的种子发芽。

6��多层绿台，立体绿洲

6.1   空中走廊
根据建筑总体布局三层天台走廊是连接各年级首层

课室的通道，设计上呼应大门入口“书山有路”，于

(唐)韩愈【劝学说】中 “学海无涯苦作舟”中取意“作
舟”，把花池设计成“舟”造型座椅，既满足了种植的

覆土要求，同时各身高层段的学生都能有舒适的坐感。

同时利用建筑中3~5层教室朝西向东逐级退让的布局，向
西面墙增加拉线式垂直绿化，以爬墙虎及常春藤为主。

改善西晒对课室微气候条件的影响，同时植物的生长随

着学生的求学之路而日渐茁壮，体现校园与学生共同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

6.2  天台绿洲
充分结合校园各建筑体的屋顶天面，营造生态优美

的“第五立面”，并把教学实践、雨水回收、师生体

验、务农作物体验等结合起来打造，分别设置了：茶文

化体验空间、香药草植物体验、阳光菜园、岭南佳果

园、天空草甸等一系列的空间，师生在此体验到亲近自

然、学农、手工等乐趣。

结束语：打造一座融合自然生态、科学合理、教育

理念先进的多元化“绿谷校园

碧七我们力求打造“以人为本”的和谐校园，合理

利用用地环境，强调校园、人、环境和自然的共存与融

合。充分考虑师生教学生活及活动需求，以节点集散为

基础，打造富有人性化的社交环境，营造多层、多重、

多维度功能空间场所。同时加强岭南文化导入，赋予校

园新定义，与生态景观巧妙融合。为鹤州新区（筹）这

个“十四五”期间重大教育建设项目添彩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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