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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规划及建筑设计的几点思考

罗锦，翟辉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云南昆明650224)

摘要：在中小学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校园园林化、校园现代化、校园诗意

化的规划设计原则，力求挖掘现代校园规划设计的新思路，使其具有高品住的文化氛围，以求对

中小学校园的规划与建筑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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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f campus planning and designing in campus construction

LU0 Jin，ZHAI Hui

(Facuky of Civil and ArcIlite魄髓l El蜉∞耐Ilg，Ⅻng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Yunnan Kunming 650224，China)

Abstract：Based on practice of campus construc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this paper puts for-

ward sortie principles on campus p‰i119 and designing including layout，modernization and architectural

poetry．The purpose is to seek for new ideas for constructing illodem campus and improving culture atmo—

sphere．The results Call provide sortie references for architecture design．

Key words：campus plann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schools；留矗Ien；modemizadon；poetry

校园是育人的环境，校园的建设体现着学校

的物质面貌和精神风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

的发展，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日益重视，创作出具

有浓厚文化气息和时代风尚的校园建筑是发展的

需要。因此，校园建筑的功能首先应满足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活动以及各种活动、交

流、生活的物质需要，其次是建筑师赋予校园环境

的人文气息，并使其具有高品位的文化氛围，给师

生以精神营养和文化熏陶。本文将通过对云南省

保山六中和昆明市禄劝县民族小学校园规划及建

筑单体方案设计的阐释，以求对中小学校园规划

与建筑设计提供几点思考。

1校园园林化

1．1继承传统古为今用

学校是人与建筑环境的集合，在这个特定的

场所发生特定的事件，即“一个人在大树下和一群

人讨论”，“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温故而知

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吾生有涯，而知无

涯”等，或许，这是对学校最好的诠释。

校园不仅是物质的象征，更是精神的寄托。

中国从古到今，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市井小民，凡

是中国文人，他们得意时出仕兼济天下，失意后归

隐吟风啸月——这种与世无争的超然生活是中国

文人千载不变的人生轨迹。这些生活、学习哲学

是在具有中国文人气息的传统园林中滋养生长

的‘1J。

这种与生俱来的、亘古不变的历史传统源远

流长，也是当今校园园林化规划的历史根据。如

今校园规划中过分注重形象气派，一味求大求新，

在崇尚科学精神、培养祖国花朵的中小学校园之

中，确实有华而不实之嫌。而传统园林的规划亲

切适宜、自由舒心更加具有亲和性和愉悦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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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具体的校园规划中，应根据学校自身校园文

化特点以及地块形态的特征，在满足基本功能要

求的前提下，追求独特的宜人的空间特征而不是

浮躁跟风、贪大求全。

有很大差异，规划并不是要生搬硬套传统园林的

营造技法，而是对其进行抽象演绎、形态操作，在

校园层次的尺度上运用现代建筑元素来表达传统

园林的艺术氛围。(见图1)

1·2温故知新潜移默化
2校园现代化

校园空间由建筑草木、亭台楼榭、操场道路等

元素组成，这些元素令学生对大自然、生活环境、

人文艺术、科学技能的认知有深远的影响，校园多

样性空间为师生提供自然、清新、幽远的交流场

所，对学生提高沟通能力起着重要作用，优美愉悦

且富于变化的校园环境使学生的情绪高昂，身心

健康，同时“群”情得以发展，知识技能得以增长，

道德人格得以形成。从这种意义上讲，构建“和谐

社会”的基础是构建“和谐校园”。

而园林中无论是立意构思、掇山理水、亭台楼

阁、莳花植木、题名点景，都是为了“化实景为虚

境，创形象以象征，使人类最高心灵具象化，肉身

化⋯”，充满诗情画意、轻松浪漫。这正是工作、学

习的最好环境，心神人定，事半功倍。清代钱泳在

《履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

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2】。中

国园林能于有形之景兴无限之情不尽之意，这正

是读书的真实道理，融会贯通，温故而知新。

正如传统园林，校园的规划也要注意空间的

多样性及复杂性，要吸取中国传统造园和绘画的

精华，运用“散点透视”、“计白当黑”、“透风漏目”

的手法，不刻意强调校园平面构图的几何特征和

人为的对位关系，注重构图的自然性和写意特征，

并致力于将不同空间相互穿插，流通渗透，在动态

中蕴含一种含蓄而又强烈的中心主题，强调行进、

驻留、休憩等活动过程中步移景异、抑扬顿挫、起

承转合的景观感受和审美旨趣bJ。

图l云南省保山六中教学综合楼透视图

Fig．1 Perspective of Baoshan No．6 middle

school’S teaching bui iding in Yunnan

当然今天的中小学校园规划的尺度和功能与

古代的传统园林完全不同，空间的层次和形态也

中国传统园林中蕴含着极大的灵活性，多样

性，“虽由人作，宛白天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

是最大的“现代性”。因为这种秩序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变化和调适的可能，可以带给校园不断发展

的新内涵，新动力。或许，这正是当今中小学校园

规划的灵魂所在。

2．1功能合理建筑现代

从宏观上说，校园建筑设计的依据是满足师

生的使用功能，满足技术的安全合理，满足时代的

审美需求。从具体的中小学学校校园规划及学校

建筑的设计角度来说，首先规划师、建筑师应充分

研究师生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特点等因素，创造适

宜的校园环境序列，创造丰富的多层次的空间形

态，以满足师生各种活动的需要，使得学生在一个

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成为具有良好合作精神、创造

能力、沟通能力、强健体魄、健全人格的现代新人。

图2云南省保山六中校园主入口透视图

Fig．2 Perspective of Baoshan No．6 middle

school’s main entrance in Yunnnan

在规划设计中，首先要注意的是校园功能分

区明确，为了避免各功能区块的相互干扰，一般情

况下将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相对独立布置，通

过道路景观联系起来，既分既合，形成一个有机的

综合系统。具体设计中，一般教学楼，实验楼等重

要教学综合体用园林的处理手法通过连廊联系起

来，不仅丰富了空间的错落层次，强化了空间的流

动渗透，也方便了师生的交流。在建筑形态上不

仅要注意其外观的大方得体，体现出民族特色和

时代感，更要注意其作为文化建筑的本质，要基于

现代教育的需要由内向外的设计配备教室，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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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化、智能化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产物。建筑
的空间及造型设计重点放在建筑主人口处及共享

交往空间，要妥善处理建筑与周边的地形，建筑的

关系(见图2)。其次要注意游泳馆、篮球场、招待

所等配套建筑的共享性，对外性。不仅考虑了其

使用上教学的目的，也要兼顾其功能的社会化。

2．2人文气息景观时尚

校园规划应全面引入生态观念，在校园规划

中具体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一是自然生

态，自然生态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

宏观生态出发，充分考虑当地气候、水文、地质植

被等特征，把校园作为地区范围生态系统内的子

系统依存于自然环境之中。在微观方面，结合校

园景观设计，充分利用原有基地自然地形特征，点

线面相结合，巧妙布置草地林地、池塘亭台，尽可

能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以利于维护校园内部自身

的生态平衡。二是文化生态，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载

体，应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同时校园作

为传播各种文化知识的场所，经过长时间地浸润

积淀，必然有自身文化的烙印。地域地方文化和

学校自身的特色文化，是维持社会整体文化生态

平衡的核心要素，更是校园空间的本质和灵魂¨J。

校园景观规划的物质内容是一道路、边界、区

域、节点和标志。校园各个功能分区拥有相对独

立的区域，规划一般利用绿化、道路作为他们的边

界将各功能组团紧密的联系起来。同时运用校园

礼仪大道或者景观大道连接广场、文化走廊、庭院

水池等景观节点，配置旗台、雕塑、长廊、钟楼等小

品标志将这些有形的物质内容升华为一种无形的

校园文化(见图3)。

图3云南省保山六中校园内部景观透视图

Fig．3 Perspective of Baoshan No．6 middle

school’s internel part in Yunnan

会更多的诱发思想的灵感和智慧的火花，这对教

学、科研的作用虽是看不见的，但肯定是有效的。

现代的校园的规划，应该立足于创造主题突出、文

化多样、高雅精致的校园环境，以适应人的精神需

要，提高人的修养，陶冶人的情操⋯⋯如立体绿

化、室外雕塑、以及叠石、流水、草坪、花丛、石灯及

小品建筑等，无疑给人格调雅韵、古今交融、优美

舒适的美的享受。

3校园诗意化

3．1栖居诗意生活多样

校园学习、生活“三点一线”的模式，一定程度

上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发展。这也是应试教育的弊

端所在，因此从校园物质基础设施的角度力求改

善现状是规划设计迫切使命。

海德格尔有两篇文章《筑·思·居》、《⋯人诗意

的栖居⋯》一向是设计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当被

讨论建筑设计的本质问题时，他的观点常被引用。

但所有的断语一如“筑造乃是真正的栖居”，“栖居

是人(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栖居

即被带向和平”之类，但这些都不如“诗意的栖居”

这句诗具有想象力bJ。

海德格尔要说明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栖居

的本质一充满诗意。

校园的功能是培养人才，校园规划要注重有

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以教学楼为中

心，在规划设计中，在校园里设置庭院、广场、文化

长廊、廊榭台池、山石花木等活动空间，利用其使

用上的多样性、混合性和共享性，聚集人气，考虑

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流不仅体现了校园生活的

整体活力，还有利于熏陶学生的发散思维，灵活思

维，做到真正的因材施教，素质教育。

规划还应从多维的空间构成方面研究校园的

空间体系，提高校园空间形态的质量，寻求校园的

独特风貌，激活校园的能量，在设置远眺、近观、环

顾等观景点的同时，注重“观与被观”的关系以及

校园交通系统的流畅，力求师生能够便捷的参与

其中的各项活动，共享教学资源，从而提高整个校

园的品质。

3．2宁静致远质朴无华跚冀霎銎翌鬻燃恐?妻曼 qE宁静无以致引㈨白无以明帮，为给师
好适宜的环境中，在使人精神振奋的条件下’无疑生提俣群姜蓄麓蔷茗言芏茗茹；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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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的建筑、环境和可意象的校园空间感受充满

诗情画意的校园。从规划上应注意以下几点：首

先功能的集中式布局不仅适应了教育改革学科发

展的综合化需要，为不同学科的渗透沟通创造了

条件，而且强化了功能组成的有机性。这样相对

集中而空余的土地，可以用作发展园林绿地、活动

场地等。建筑集中布局还可以节省设备管线、道

路的投资，提高设施的利用率，因而具有明显的经

济效益。其次，功能分区的核心问题是组织好校

园内外的各种人流、车流。扩展步行系统，减少汽

车污染，做到人车分流，互不干扰是校园交通设计

的关键，也是校园静谧质朴的必然选择。

(上接第39页)

根据Ducan等‘81的研究，E与围压口，的关系

可用Jsnbu公式表示为

Ei=脚。(薏)。
因此用([盯])“做归一化因子可以使许多n不

等于1．0的土同样取得很好的归一化效果。

3结论

1)邯郸粉质粘土在固结不排水条件下，应力

一应变关系呈现典型的双曲线关系。在低围压

下，土体表现出稳定型或弱应变硬化型；在高围压

下，土体呈现出弱应变软化型。

2)用(口。)4做归一化因子，使邯郸粉质粘土具

有良好的归一化特性。运用标准归一化因子所建

立的邯郸粉质粘土在固结不排水条件下的应力一

应变关系方程(式8)，能够对其在固结不排水三轴

剪切作用下，在不同围压下的应力一应变关系进

行很好地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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