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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建筑公共空间设计分析

鲍妍驰
无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江苏 无锡 214000

摘� 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提高个人知识能力和素质愈发重要，不仅关系其个人未来生活

质量水平，也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因此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愈发重视。作为一个学生受教育、

教师育人的重要场合，除确保校园建筑能满足日常师生各种需求外，校园还需具备足够的文化氛围，能有效带动全校

师生学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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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建筑设计的主要内容

1.1  注重创新发展
校园建筑设计的主要内容涵盖了多个方面，其中注

重创新发展是一个关键的方向。首先，校园建筑设计应

该注重创造具有教育功能和适应现代教育需求的空间

环境。例如，根据现代教学方法的变化，设计师可以采

用开放式教室、多功能活动室等新型教育空间，以提供

多样化和创新性的教学体验。其次，校园建筑设计应注

重创新的建筑形式和材料运用。通过独特的建筑形式和

材料选用，可以创造出校园建筑的新颖形象和特色。例

如，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绿色建筑概念、智能化控制

系统等创新技术，将校园建筑打造成环保、节能的示范

项目。校园建筑设计还应注重创新的空间功能和布局。

通过设计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多功能的空间组织，可以满

足不同活动和需求的变化。

1.2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校园建筑设计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他们的学业成就

和发展至关重要。在校园建筑设计中，可以通过以下

主要的内容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合理的教室设计是

营造良好学习氛围的关键。教室的布局应符合现代教学

方法的需要，例如均衡的光线、合适的座位排列、良好

的空气流通等，这些因素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舒

适程度。学习空间的多样化和灵活性也是重要的设计内

容。校园建筑设计可以考虑设置不同类型的学习空间，

如独立学习区、小组合作区、专题研究区等，以满足学

生不同学科和学习方式的需求。同时，这些学习空间的

布局和组织应具有灵活性，方便根据不同的教学活动和

学生需求进行调整。校园建筑设计还可以通过创意艺术

元素、植被绿化和文化氛围等来营造学习氛围[1]。

1.3  注重可持续性

随着全球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不断增

强，校园建筑设计也应该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紧

缺的挑战，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首先，校园建筑

设计可以通过节能和节水的措施来减少对能源和水资源

的消耗。例如，在建筑设计中充分考虑自然采光和通

风，以降低能源消耗。同时，采用高效的供暖、通风和

空调系统，选择节水设备和水源管理系统，以减少水资

源的浪费。其次，校园建筑设计还可以注重使用环保和

可再生材料，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损耗。选择环保的建

筑材料，如可回收材料、再生资源材料和低VOC（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材料，能够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且

保证学生身体的安全和健康，并提高建筑的可持续性，

这个是作为应用材料的选择中放在第一位的。校园建筑

设计还应注重设计与自然环境的融合，以最大程度地减

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通过保留、修复和增加绿地和植

被，打造生态友好的校园环境，可以增强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并提供更健康、宜人的学习和生活空间。

2 中小学校园规划设计理念

在校园规划设计中，需要根据教学、行政、运动等

不同功能空间合理安排布置流线，既能互不影响，又能

实现互相串联，相互渗透，衔接流畅，并且有相应的绿

化景观配置，在设计中有以下要点：

2.1  注重“整合建设”——交汇、融合
将整个校园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进行设计，规

划设计充分尊重城市空间与建筑界面的交汇。

结合学生日常教学管理和行为模式，规划中重点关

注三个层面的问题:
a. 集中定点时段不同分区地点大量人流的迁移，集

中简洁动线的满足；

b. 普通课间时段各教学组团学生就地活动空间的消
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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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同学部组团空间的层级划分和归属感的营造。
2.2  功能合理分区
教学区、行政区、运动区等各功能区结合地形、道

路，从空间的角度进行有效合理划分，在组织架构上相

互联系又能相对独立成区进行管理，而在空间和视觉走

廊上力求相互渗透融合。

2.3  安全、便捷的交通组织
校区交通考虑人车分流，注重步行系统的设计，结

合出入口局部设置临时停车位，充分考虑机动车及非机

动车地下接送系统。

2.4  景观和建筑设计要富有文化韵味
环境设计结合建筑、绿化，采取点、线、面向结合

的方法，即树成林、草成片、小品成组，黑白灰的建筑

色调既延续了校园文化氛围，醇和传统，又清新雅致。

自然环境与校舍规划建设有机结合，合理布局林、路、

绿地，营造优美、安静、舒适的校园环境，既满足城区

配套要求，又提升环境档次。

3 中小学校园建筑空间设计中的重要性

中小学校园建筑空间设计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校园

建筑空间不仅是学生进行学习和活动的场所，还是他们

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合理和优质的校园建筑空间设

计将对学生的学业成就、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产生积极

的影响。第一，中小学校园建筑空间设计能够提供适宜

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体验。校园建筑空

间的布局、设计和设施设备都应紧密结合学校的教学目

标和方法。例如，教室的布局和座位排列应符合教学模

式的需求，提供充足的自然采光和通风条件，以提升学

习效果和舒适度。合适的多功能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

等专用空间也能够满足不同学科的需求，促进多元化的

学习和教学[2]。第二，中小学校园建筑空间设计能够促进

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通过合理设计的户外运动场所、

休闲娱乐区域和绿化景观，学生可以有足够的空间进行

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和放松。同时，校园建筑空间的安

全性和卫生设施的设置也能够维护学生身体的安全与健

康。第三，中小学校园建筑空间设计能够创造积极的参

与和学习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潜能。学生在舒

适、开放和创新的校园环境中，更容易主动参与学校的

各类活动、社团和课外项目。公共空间的设置和设计，

如开放式图书馆、艺术展示区、创意工作坊等，不仅能

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和创造机会，还能够促进学生之间

的交流和合作。

4 中小学学校建筑设计原则

中小学学校建筑空间设计的原则是确保学生的学

习、成长和全面发展。（1）实用性与功能性：学校建筑
空间应为学生提供适宜的学习和活动场所，具有明确的

功能和实用性。例如，教室设计应符合教学需求，提供

良好的采光、通风和座位布置，同时考虑到教学设备的

设置和教师学生互动的便利性。（2）安全性：学校建筑
空间的设计需要最大程度地确保学生的安全。通风、逃

生通道、防火和防盗设施等应得到充分考虑，以保障学

生在校园内的安全。（3）绿色环保：学校建筑空间应注
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建筑材料的选择应考虑环保

性、可再生性和可回收性。设计应充分利用自然光和自

然通风，降低对能源的消耗。此外，校园绿化和生态景

观的设置也应得到重视，以创造舒适、健康且环保的学

习环境。（4）灵活性与可变性：学校建筑空间的布局
和组织应具备灵活性和可变性，以适应不同教学活动和

学生需求的变化。可以考虑设置可以灵活调整的移动隔

墙、可变换的家具或多功能空间，满足不同教学场景的

需求[3]。（5）文化尊重与创意鼓励：学校建筑空间的设
计应尊重本土文化和教育理念，充分体现学校的特色与

风格。同时，设计还应鼓励创意和艺术表达。

5 中小学建筑空间设计要点

5.1  功能区划分明确，校园交通流畅
中小学建筑空间设计的要点之一是功能区划分明

确。学校建筑应按照不同功能的需求进行合理的区划，

包括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多媒体教室、艺术室、体

育馆等。每个功能区域应具备相应的设施和装备，满足

学生的学习、教学和活动需求。其次，校园交通流畅也

是中小学建筑空间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学校内部的交

通布局应合理，确保学生、教职员工和访客的出行安全

和便利。为了减少交通拥堵和混乱，可以设置明确的人

行道、自行车道和车辆通道，并合理安排停车位和接送

区域。另外，学校建筑空间设计还应考虑到学生的舒适

和安全。教室和活动场所要满足空气质量、采光和通风

的要求。同时，应设置合适的休息和休闲区域，供学生

和教职员工放松和交流。中小学建筑空间设计还可以注

重绿化和景观。校园内的绿地和植被能够提供良好的视

觉效果和环境氛围，增强学生与自然的亲密联系，并提

供户外学习和活动的场所。

5.2  教室环境空间设计
教室是学生们进行学习和交流的主要场所，因此其

设计应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并

能够创造愉悦的学习体验。（1）教室的布局应合理。教
室的座位布置要充分考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保证

学生能够方便地与教师进行沟通和互动。同时，要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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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走道空间，方便学生进出教室，防止拥挤和安全

隐患的发生。（2）教室的采光和通风条件要优质。充足
的自然采光能提供良好的视觉环境，有助于学生的学习

和注意力集中。合理的通风设计能保持空气流通，减少

异味和细菌滋生，为学生提供清新的学习环境。（3）教
室应配备适当的设施和设备。例如，黑板、投影仪等教

学设备要方便教师使用，并能满足多媒体教学的需要。

同时，合适的桌椅和书柜设计可以让学生保持良好的坐

姿和姿势，减少不适和疲劳感，提高学习效果[4]。（4）
教室的装饰与环境创设也是重要的要点。教室的装饰应

简洁、明快、富有创意，给学生带来舒适和愉悦感。适

当的墙面装饰、悬挂艺术作品或学生作品都能增加教室

的活跃度和浓厚的学习氛围。

5.3  丰富环境趣味性，提升环境参与度
中小学建筑空间设计的另一个重要要点是丰富环境趣

味性，提升环境参与度。学生在富有趣味性的环境中更容

易激发学习兴趣和主动参与。首先，可以通过色彩和装饰

来增加环境的趣味性。使用明亮、鲜艳的色彩可以烘托出

活泼愉快的氛围，给人带来积极向上的感觉。同时，添加

有趣的装饰品和艺术品，如壁画、立体造型等，能够增添

学习空间的情趣和创意。让学生在色彩斑斓和充满艺术氛

围的环境中畅游，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其次，设置多

样化的学习和活动区域。为学校设计不同功能的空间，如

阅读角、科学实验区、创意工作室、戏剧舞台等，以满足

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爱好。这样的设计可以激发

学生的想象力，提供多样的学习方式和不同场景的体验，

增加环境的趣味性和参与度。除此之外，引入互动和游戏

元素也是提升建筑空间趣味性和参与度的有效手段。在校

园中设置互动装置、趣味项目和游戏区域，如智能互动

屏、迷宫、动感投影等。

5.4  设计融入环境、突显人文景观
学校建筑的设计应该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

相协调，体现对环境的尊重和对地方文化的承重。设计

师应该充分了解学校所在地的地理特点和自然环境，

如地形、气候、植被等。在设计中充分利用这些地方特

色，如将自然景观融入建筑设计中，或设置露天教室、

景观花园等，使学校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相互融合，

为学生创造独特而舒适的学习场所。设计中应突显人文

景观和传统文化。通过设计体现学校的历史、地域文化

和学校的教育理念。可以在校门、校牌、雕塑等地方设

置与学校精神相符合的装饰物和标志，展示学校的独特

性和特色，给学生和来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建筑环

境中加入与学生和教职员工互动的元素也是重要的要

点。例如，在室外校园中设置广场、草坪等空间，供学

生们休闲娱乐、互动交流。在室内加入多功能的交流和

交流区域，创造更加活跃和多元化的学习氛围。

5.5  活动区空间设计
活动区是学生进行课内和课外活动的场所，合理的

设计可以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学习和娱乐空间，提高学生

的参与度和活跃性。学校可以设立不同类型的活动区，

例如运动场、操场、篮球场、足球场、游泳池、图书

馆、艺术工作室、实验室等。这些活动区可以满足学生

各种不同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并可根据需要进行合理的

扩展和调整。不同活动区的布局应考虑到各自的活动需

求和活动时段，如将安静的学习区域与嘈杂的运动区域

分开，以营造良好的学习和活动环境。同时，活动区内

应配置相应的设施和设备，如健身器材、球类设施、娱

乐设备、工具和材料等，以满足学生各类活动的需求。

活动区的设计应相应考虑到学生的安全，如平坦质软的

地面、防滑材质、护栏、安全网及防撞护角等。在水域

活动区域应设置合适的安全设施和隔离措施，以确保学

生的安全。可以通过合理的绿化和景观设计，为学生创

造一个舒适、美观且环保的活动环境。使用环保材料、

节约资源和能源等措施也值得考虑。

结束语

中小学建筑的公共空间设计是学生和教师日常交往

和学习活动的重要基础。通过明确的区域划分、良好的

舒适性和安全性配置，可以创造出一个适宜学习、促进

交流和增强学校凝聚力的公共空间。设计者应注重功能

性、舒适性和安全性的平衡，将学生的需求和学校的特

色融入设计中。希望本文的分析能够对中小学建筑公共

空间的设计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导，并为学校提供一个

更好的学习和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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