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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职业高校规划及建筑设计策略及实践研究

王Ǔ艳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Ǔ上海Ǔ200092

摘Ȟ要：本文聚焦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结合笔者的项目实践经验，探讨新时代职业类高校的校园规划及建

筑设计策略，随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深入推进，职业类高校的校园规划需要突破传统模式，构建更加开放、灵

活、智能的空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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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等教育分类发展

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类高校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

阵地，其校园规划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传统校园

规划模式已难以适应产教深度融合、技术创新加速的新

要求，亟需构建新型校园空间范式。

1��新时代职业类大学校园设计的时代机遇与挑战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

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入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

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1.1  政策导向
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提出了进一步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

一是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二是构建职业教育国

家标准。完善教育教学相关标准，狠抓教学、教材、教

师，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三是促进产教融合，打造

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四是建设多元办学格局；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
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

本建成；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
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

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深化职

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新模式，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1]。

1.2  产业需求变化
产业与教学密切结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把学校办

成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为一体的产业性经营实

体，形成学校与企业浑然一体的办学模式；促进产教融合，

推动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作，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建

设多元办学格局，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与国际先进

标准接轨，选择新一代技术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支持龙头

企业和高水平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牵头，组建学校、科研

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共同参与的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

1.3  教育形态演进
1.3.1  工作过程导向教学法催生“教学做一体化”空

间需求

1.3.2  1+X证书制度实施要求多功能鉴定考核场所
1.3.3  终身学习体系构建需要开放型继续教育空间
2� �国内外先进应用技术型大学规划及建筑设计的案

例研究

2.1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加兴机械学院（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nchen）（图1）

图1��慕尼黑工业大学加兴机械学院



城市建筑与发展·2025� 第6卷�第14期

183

慕尼黑工业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工业大学之一，加

兴机械学院位于加兴校区，是由7个研究所组成的巨构建
筑，也是校园的核心建筑。贯通建筑的220米长的道路成
为交流的构架，一端通向景观和水系，体现了校园与水岸

的自然联系；一端通向中心广场，可通向其它建筑群落。

这组建筑群落的平面布局是典型的“教学工场”

式流线布局（图2）：按“基础理论-实验研究-工程验
证”三阶段纵向排布，即理论教室（南翼）→仿真实验

室（中庭）→原型车间（北翼），这种布局方式不仅为

“理实结合”的教学模式契合，也为学科根据时代需求

随时调整提供了空间基础，机械专业是慕尼黑工业大学

的主导学科专业，在2019-2020冬季学期进行了深入的机
械专业课程改革，将原有10个研究方向整合重构为7个研
究方向，整合后的研究方向精确对接德国智能制造系统

架构师、智能装备与产线开发工程师以及系统、创新、

复合型人才培养，与机械专业联系紧密，保障高校社会

功能的实现。

2.2  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图2）
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的校园功能布局，除生活区

外，校园所有教学空间、各院系部门、食堂餐厅以及学

校职能部门都被整合在一个由多个院落空间构成，而极为

紧凑集约的同一栋建筑内，通过集约的校园空间将多个庭

院单元组合连接为一体，为师生提供风雨无阻随时随地的

共享交流场所，增强不同专业师生见面交流的可能性；在

庭院单元间连接处，设置竖向贯通空间，结合竖向交通功

能，整合为一处区域公共交流节点。这些公共交流节点与

交通空间高度整合，形成建筑及校园的活力网络。

图2��新加坡科技与设计大学

2.3  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图3）
常州高等职业教育园区始建于2002年，是江苏省教

育厅与常州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高职教育基地和实验

区；现有常州大学一所本科院校，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

五所高职学院入驻。

园区内部以一条景观大道串联起六所学校，学校轴

线互相对应，与基地周边地区相对隔绝，形成了六所学

校聚集的常州科教园西区。为了避免各学校重复建设实

训浪费资金，又在东区开办了集共享实训区、服务区、

研发区及生产区为一体的现代工业中心，以科研教育并

发为主线，各校不再自建自享实训基地。

3��新时代职业类大学规划及建筑设计的策略及实践

3.1  产教融合的布局模式
职业教育高校产教融合的功能布局策略需突破传统

校园规划范式，构建“产业需求-教学实施-空间响应”的
闭环系统，产教融合的功能布局呈现出与产业发展深度

绑定的空间特征，校园功能布局可分为三个维度：前端

（基础教学区），中端（专业实训区），后端（产业孵

化区），采用深度产教融合布局的职业院校，其毕业生

企业留用率较传统布局院校高出29个百分点。
实践案例：鹤壁工程技术学院新校区规划设计（图4）
鹤壁工程技术学院新校区（后更名为河南信息科技

学院）是笔者主创设计的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应用技术型

大学，位于河南省鹤壁市，2022年开始设计建造，目前
一期工程已投入使用.本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力图实现城校
资源共享，产教融合（图8）；体育中心为市民提供运
动场所，举办体育赛事，结合图书馆、会堂等公共服务

功能，实现校园公共服务体系的社会化；科研创新中心

依托新校区建设的发展机遇，以打造省级公共技术服务

和数字化转型平台为目标，通过复合的功能、完善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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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鹤壁工程技术学院新校区

3.2  前院后场，理实结合
职业类大学的教学模式不同于其他高校，通过深入

研究了目前国际上职业教育最先进成熟的教育模式，这

种模式反映在校园设计上主要是教学实训建筑采用“前

院后场”的空间组织模式，“前院”通常指学校的教学

区、办公区等，是学生进行理论学习、日常活动理的主

要场所。“后场”则主要是指实习实训场地、产业基

地、科研机构等实践教学区域，强调学生在真实或模拟

的工作环境中进行实践操作和技能训练，这种布局方式

有其明显优势：

强化实践教学：学生能够方便地进入后场进行实践

操作，将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及时应用到实际中，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职业技能水平，使学生更好

地适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促进产教融合：后场与企业、行业紧密合作，引入企

业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学校为企业提供人才支

持和技术研发服务，实现学校与企业的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共同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双师型”教师：教师可以在后场参与企业实践

和科研项目，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提高自

身的实践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从而更好地指导学生。

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通过“前院后场”的培养模

式，学生在毕业时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能

够更快地融入工作岗位，在就业市场中具有更大的竞争

优势，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率。

实践案例：新疆理工职业大学（筹）规划设计（图4）
新疆理工职业大学（筹）是笔者于2024年主创设计

的一所超大规模的职业类本科大学，总学生规模为3.5万
人，目前一期工程已建成，这所职业大学是一座以“打

造国际先进、产教融合、南疆旗帜的一流职业技术大学

“为设计目标的重要战略工程。

学校主要的教学实训建筑采用“前院后场”的空间

组织模式（图10），将教学、实训通过公共链接体串联
起来，形成“教学工场”，将教学空间和实践空间有机

融合。

图4��新疆理工职业大学（筹）

套、共享的科创谷，将科创中心打造为鹤壁科创的产业

服务引擎、立足高校的产业人才链接点，实现校园对城

市的高效输出与带动，打造产业经济与校园融合发展的

先锋旗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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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集约化布局，模块化&标准化
以应用技术类型人才培养为办学定位的高等院校，

校园以科教实训组群为核心，采取集约化布局，同时主

要教学实训用房采取模块化，标准化单元，这样可最

大程度适应未来产业结构的变化，灵活调整，与时俱进

（图6）。

图5��（集约化、标准化、模块化）

实践案例：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前川校区

武汉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前川校区（图7）是笔者于
2024年~2025年主创设计的两所高职院校新校区，目前项
目处于建筑方案深化阶段。

图6��（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前川校区）

这所院校的用地不太规则，功能布局外紧内松，采

取集约化布局，教学与生活两大功能各自成组，并以

“教学共享廊”与“生活服务廊”加强联系形成集群，赋

予学校能够灵活应对学科重组及招生结构变化的能力。同

时采取模块化、标准化的教学单元与生活单元，是多样实

训、学科更迭与智慧校园等时代要求的空间支撑。

3.4  注重外部公共交流空间的塑造
职业大学校园外部公共交流空间的塑造具有多方面

的重要意义，促进社交互动，外部公共交流空间为不同

背景的师生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和互动的场所。激发学

术灵感，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优化

校园环境有助于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促进师生的身心

健康。同时可传承校园文化，增强学校凝聚力，适应未

来发展需求[3]。

实践案例：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青岛科

技大学中德双元学院

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图7）及青岛科技大
学中德双元工程学院（图8）规划设计是笔者于2017年
~2019年主创设计的两所应用技术型高校，目前均已基本
建设完成，两个项目的共同特点是都非常注重外部公共

空间的塑造，中心景观渗透进各个组团及庭院，形成丰

富有趣校园开放空间，空间围合感较强，尺度宜人，增

加各个建筑组团间人们见面交流的机会，场景充满人文

气息及生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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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

图8��青岛科技大学中德双元工程学院

结语

新时代职业类高校的校园规划设计需要突破传统思

维，以开放、融合、智能、绿色为核心理念，构建适应

未来教育变革和产业发展的新型校园空间。规划设计应

注重灵活性、可持续性和人文关怀，为应用型人才培养

提供优质环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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