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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中国在教育上的投入随着

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同时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改革，

传统的教学建筑已不能满足当前教学的使用功能。为了让学生

有一个舒适的学习、生活、休息的空间，做好中小学学习建筑

设计并有所创新非常重要，既要承载授业解惑的教学功能，又

要能体现学校文化和人文气息，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学生

能在学习、生活、休息当中得以舒适的体验，提高学习效率 ���。

2�中小学校建筑设计的主要特点

中小学学校建筑设计最基本的考虑是空间设计要满足教

育教学活动的开展需要。

2.1�选址设计

根据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的要求，中

小学设计选址要综合考虑地形、气候、空气、水源、场地等

多种因素，要避免环境、噪声等污染对学生学习和生活造成

干扰 ���。如在山地建设学校应将教学楼与运动场地分开，避

免运动场产生的噪声影响课堂教学的正常开展。教学区与机

动车流量较大的道路距离要大于 ��P，以避免离道路太近否

则应采取设计隔音措施。

2.2�空间设计

空间设计主要指公共空间（如校园主人口、室外活动空

间、校园中心广场）、单元式空间（如普通教室、专用教室）、

共享空间交往空间、种植平台、屋面活动平台等。空间设计

应做到内外区分，即体现外部空间的开放性，又要保证内部

空间的独立性，在满足教学活动开展的基础上，充分扩展公

共空间的多样性。教室的设计分普通教室和专用教室，普通

教室按照标准班人数、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等因素对开间进

深、家具摆放等进行设计，打破传统的“装蛋箱式”“盒子群”

等单调教室空间布局，以“教学群”开放式空间为主，以适

应当前新式综合教育教学理念的需求。专用教室应满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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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开展的需要，使同一空间在不同时段能适应不同教学活

动的开展，因此可以设计移动式隔断以提高空间利用率和灵

活性。公共空间，如走廊、楼梯间等应考虑学生课余休息的

娱乐和学习相结合的需求，以开放、灵活为主要方向设计可

供学生进行自由交流、讨论以及更能展现个性化课外学习的

场所。

2.3�配套设施的设计

大数据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中小学教育也与电子信息技

术联系紧密，多媒体设备如互联网、计算机、投影仪等被引

入教室，因此在学校建筑教学空间设计上要做好相关配套设

施的预留设计。电路电力设备的设计 ���：如投影仪、显示屏、

话筒等设施需要综合考虑采光、照明对它们的使用影响，做

好遮光设施的安置和调节，防止�眩光。对于实验室的电箱设

计要做到分区控制、满足改造需要。同时要为以后教学设施

升级改造预留可灵活改造的空间。

3�中小学校教学楼设计创新措施

3.1�根据实际功能应用使教学空间设计灵动

教学空间设计应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领导能

力、人际交往技巧和团队协作能力，因此建筑设计应打破简

单的“班级”“教室”的形式，加之数字化、自动化、智能

化的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和电视教学已普遍进入中小学课

堂，教学空间设计也应相应地走向数字化、多元化、专业化。

因此，增大教学实际使用空间，使课堂教学过程变得丰富而

生动，让学生更好地利用教学空间提高学习效率，通过缩小

班型，增大教室使用面积是目前的主流做法。“教学群”开

放式空间打破了以往“装蛋箱式”“盒子群”等单调教室空

间布局。通过网络化空间组织和功能分区的设计方法，主要

教学功能区可以根据年级和学科按模数进行统一的功能分区，

形成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教学网络。因此，综合教学楼位于校

园中心位置，考虑交通因素，可选择以连廊为主干的半围合

庭院式布局（“工”字或“王”字形），通过连廊连接小学

部和中学部（或教学楼与实验楼），减轻楼梯压力，减少人

流集中与交叉，同时又可以将展览、暂存、临时的交流活动

纳入扩宽的交通空间中，有利于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增加学

生日常交往的机会，提升空间感受 ���。

3.2�“学生中心”功能性空间的人性化设计

中小学生具有一定的年龄阶段区分，每个年龄阶段有着

特定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因此在交流活动空间设计上要紧扣

学生心理和生理特点进行设计，创造让他们喜爱和舒适的环

境 ���。例如，低年级学生应在设计上加强对弱小团体的保护，

室外活动场地应设置特殊保护设施，并用建筑、小品或绿化

等加以限定。大厅、走廊和其他交通空间可适宜放大，如走

道可设置到 �a���P，以便可以容纳更多的交流空间。可利用

错层变化设计，利用下一层的屋顶作为活动平台，通过铺砌

防滑地砖或预制水泥砌块，结合适宜的花草种植，一方面可

以增加室外环境绿意，起到保温隔热功能，减少建筑能耗，

另一方面可拓宽学生兴趣空间，生物角、自然角的设置可以

促进培养学生的兴趣 ���。为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交流空间，可

在教学楼一层设置中心区域，从二楼起每层均设计一处学生

交流空间，在满足疏散宽度不影响疏散的前提下，每层的楼

梯处、通道处还可以合理设置座椅，创造出更多休闲区域以

供学生在课间交流、放松。

此外，中小学学校建筑还应科学地引入当地地域文化，

在设计创新上体现出当地人文特点，使建筑富有当地文化魅

力。例如，南方学校在考虑通风遮阳的前提下，在庭院、外廊、

屋面等立体空间设计中凸显南方灵秀清新的地域人文特点，

而北方学校建筑应注重保暖防风，侧重端庄厚重，在建筑立

面设计细节上凸显当地地域文化内涵。

4�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中小学校教学楼建筑设计在满足新

时代教育教学需求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保留传统设

计优秀节点的基础上，要充分考虑在满足教学要求的基础上，

通过从学生个体发展角度出发，尊重中小学生个体年龄、生理、

心理等方面的特征，将建筑设计与教学、生活、地域、文化

等各种因素相结合，借鉴先进的设计理念，从而在设计上做

出创新，从而使中国中小学学校建筑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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