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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小学建筑校园规划设计与功能布局

作为中小学校园教育的物质载体，中小学校园建筑不仅是容纳全体师生的几何体，还是感知与体验校园文化、教育理念的场所空间。

显然，中小学建筑校园规划设计与功能布局，对于中小学校园形象塑造、满足未来基础教育的需要等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小学建筑校园规

划设计与功能布局的具体实践中，由于理念、技术、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与限制，部分中小学建筑校园规划设计与功能布局中仍旧存在不合

理、不科学等问题，如校园建筑空间层次单调、与周围景观环境不适配、土地资源浪费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建筑校园的空间形

象，甚至有可能对于教育活动产生消极意义。因此，应当重视中小学建筑校园规划设计与功能布局。具体而言，应当促进小学建筑校园规

划设计与功能布局的集约化、绿色化、

教育化、情境化，从整体性与系统性角

度出发，探寻中小学建筑校园与未来基

础教育需要之间的关系，强调建筑丰富

和生动，不断提升美观性、艺术性与科

学性，进而创造高品质的中小学建筑校

园空间。

教学楼空间布局突出了集约型的设

计理念，在外观形象设计上以深红色与

银色为主要色调，通过视觉传达设计艺

术对色彩的巧妙分配，体现出灵动与活

泼。考虑到场地的自然条件与空间布局，

教学楼将教育功能进行高效合理组织，

以平行排列为空间格局，构建出紧凑的

校园空间。

科技信息楼是中小学师生进行科技

信息教育教学活动的场所空间。在科技

信息楼建筑功能布局

与外观设计上，采用

集约、复合的布局模

式，在建筑室外空间

建设知行广场，增加

师生与自然的互动，

提升了空间趣味性和

使用效率。以灰色与

白色为主色调，设计

具有自由、舒展、简

洁特征的建筑形体，

提升了建筑可识别性。

体育馆是中小学

师生进行体育运动的

公共场所，可满足教

师的体育教学需求，

也能够为团队竞赛、

日常体育活动提供公

共空间。在建筑外立

面设计上，考虑到结

构合理和空间高效的

因素，以竖向线条和

方格为基本母题，以蓝色与白色作为主色调，形成了简洁又不失丰富的建筑形象，有助于激发生动活泼的校园生活，营造活跃的空间氛围。

校园建筑规划体现出绿色发展、公共参与集约化的理念，规划功能结构为“一轴三区”，即教学办公区、体育运动区、生活区围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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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自南至北的中轴线进行布局，给人以蓬勃向上的视觉感受，实现了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值得注意的是，在屋面设置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并设计大面积绿植空间，体现出绿色、生态的建设理念。

面对高强度建筑容量的矛盾，中小学建筑校园规划设计与功能布局，是推动中小学校园现代化发展的有利措施，也是打造开放、和谐、

人文的校园空间的内在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小学建筑校园规划设计与功能布局，可从集约化、绿色化、教育化、情境化四个方面进

行考量，以营造开放、互动的中小学校园环境。具体而言，在集约化层面，结合高密度城市环境下中小学学校建设问题，要注重中小学校

园建筑与空间之间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设计，重点考虑校园建筑形式与功能之间的集约化处理，尽可能在有限空间内发挥出多元符合功能，

提升校园环境资源的利用度。既要构建高效复合的功能组织，以系统性角度去设计校园建筑与空间形式，强化其内在关联性，解决了用地

紧张的现状；也要形成紧凑丰富的校园空间结构，将不同功能进行叠加复合，在满足师生活动与教育空间需求上，避免场地空间的废弃运

用，促使校园空间朝着复合化、多功能化方向发展。在绿色化层面，绿色环保的校园环境是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要素，也是展现新时代新

校园形象的有效体现。中小学建筑校园规划设

计与功能布局应当遵从绿色环保、节能生态等

理念，在单体建筑与空间环境上体现绿色生态

的理念，既要为师生打造绿色生态的景观环境，

引入大面积草坪、花园等绿色景观，同时在建

筑设计上也要运用各种绿色节能技术，实现绿

色化生态化发展；在教育化层面，中小学建筑

校园不但是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场地，同时也

具有着育人的作用，中小学建筑校园规划设计

与功能布局要从建设规模及配套设施等多个方

面，与教育环境、教学活动、新课程改革要求

等相联系，打造出符合教育情境并能够有效为

其服务的空间环境。在情境化层面，中小学建

筑校园规划设计与功能布局，要营造有场所感

的情景式校园，将文化、精神等要素融入规划

设计与功能布局中，并使其趋向多样、复合、

交融，创造交往、共享空间等方式，赋予中小

学建筑校园新颖的解读与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