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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校建筑设计的几点思考
王　祁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武汉 430071）

摘　要　在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下，社会各界对于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和综合办学质量越发关注和重视，学校作为学

生学习和成长的主要阵地，校园环境和氛围对于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都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保证学生的教育管理效果，

学校领导和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做好统筹管理工作，通过强化学校建筑设计工作来实现理想化的教学管理效果。

学校建筑设计阶段要综合考虑学校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的实际需求，确定建筑设计的风格特征，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良好的校

园环境。基于此，本文针对学校建筑设计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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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对于学生思想观念、情感态度、

价值观念的养成都具有重要且积极的影响，因此必须要通

过强化学校建筑设计的思考来明确具体的方向，保证学校

建筑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成长需要。因此在进行学

校建筑设计工作时，一定要保证学校建筑能够体现出积极

健康的精神风貌，并且能够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带来舒

适的感觉。 

1 教育建筑的功能

想要做好学校建筑设计工作，在建筑开始之前一定要

明确教育建筑的功能，在把握好功能的前提下进行学校建

筑方方面面的设计，从而给学生提供舒适健康的学习场所，

让学校能够成为学生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场地，给予学生

良好的学习机会。校园空间中一草一木、亭台楼榭等都能

够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确保校

园环境和教育建筑能够给学生带来积极的推进作用，学校

需要把握好多元化的原则来设计校园空间。校园建筑设计

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对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的道德品质都

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良好的教育建筑环境下，学生能够与

自然和谐的相处，与同学良好的沟通，对于提升学生自然

认知能力和语言沟通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优美愉悦的校

园教育建筑环境能够给学生的身心都带来愉悦的感受，学

生在学习和生活中情绪都会更加高昂，这对于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良好的教育建筑环境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让学生能够以健康的心态

去面对学习和生活，在遇到困难时也能够冷静的面对和正

确的处理。在良好的教育建筑环境下，学生也会愿意去在

校园中发现美和欣赏美，在观察和欣赏的过程中培养其多

方面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融入环境，促

进其心智的成熟。教育建筑的基本功能包括：能够满足学

生为主体，教师进行引导的各方面教育活动；满足师生的

生活需求；提供具有艺术性和人文性的良好氛围，为学生

的学习和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和背景 [1]。

2 学校建筑设计的原则

在学校建筑设计工作中，想要保证效果和质量，主要

需要遵循两方面的原则：一方面需要遵循质量第一的原则。

学校是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场所，保障学生各方面的安

全是学校的首要责任，为此学校建筑设计必须要规范化的

进行，在开展设计工作之前要先切实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

先去调查分析学校的实际情况，结合具体情况去优化和完

善学校建筑设计的方案，确保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能够

严格按照标准去完成工作，确保学校建筑设计工作能够达

到标准；另一方面学校建筑设计工作要遵循和谐统一的原

则。主要指的是学校建筑要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不能显

得过于突兀，在保证学校建筑质量的同时，也要保证学校

建筑的美观。随着当代信息技术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学校建筑设计应该要能够将各个方面的文化内容紧密结合，

将其体现于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从而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同时为了保证学校建筑设计的美观性，还具体设计过

程中还要注重外形与色彩之间的合理搭配 [2]。

3 学校建筑设计的几点思考

3.1 做好建筑设计的整体布局工作

对于学校建筑设计工作的开展，首先要从整体布局方向

上进行精准的把握，只有明确一个整体且明确的方向，才

能够在建筑实施的过程中有序地完成，避免出现一些突发

情况。不同的布局方式会影响学校建筑设计的结果，要想

提高学校建筑设计工作的效率，在总体布局上就要多投入

一些时间和精力。首先，在建筑设计环节要先对学校实际

的建设用地情况有所了解，在明确基础条件之后再去依据

因地制宜、经济合理的原则，进行一定的规划和设计。一

定要保证学校建筑设计与当地实际情况能够有效融合，这

样才能保证建筑设计整体布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其次在

整体布局环节中一定要将保证人与自然地和谐发展，学校

建筑设计一定不能破坏当地的环境，要保证生态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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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学校建筑设计中要对其中的功能板块进行明确的规

划，要明确每一建筑区域的具体功能，保证建筑的通过情

况。针对室内和室外之间的局部设计也要进行合理的规划，

一定要建立安全通道，保证在危急条件下能够让师生有一

个安全的避难场所。

3.2 提高学校建筑的文化气息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应该要能够给学生带来积极

的影响，让学生接受良好的熏陶。因此在学校建筑设计工

作中，一定要着力提高学校建筑的文化气息，从而给学生

提供一个良好舒适的氛围，这些都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学

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了提高学校建筑的文化气息，一方

面在设计之前要先去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比如可以将湖

北地区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建筑风格融入到学校建筑设计中，

这样学生可以在校园学习的同时加强对于历史文化的了解，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在建筑设计中沉淀历史元素。另一

方面在学校建筑设计工作中要能够保证建筑与周围环境的

融合，要保证建筑具有一定的适宜性，这能够给学生带来

一种视觉美的享受。同时将学校建筑与自然环境巧妙融合，

可以彰显学校建筑的独特品味，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

生的艺术审美能力。

3.3 确保建筑设计的环保性

在学校建筑设计工作中，一定要提高建筑设计节能环

保的效果。在当前社会发展趋势下，节能环保、绿色生态

是社会各界都在重点关注的问题和想要达到的目标。在学

校建筑的设计中：一是，要充分发挥当地自然条件的优势，

根据具体的地理条件特征来展开全面的分析，要保证建筑

设计的合理性，保证建筑良好的采光性和通风性；二是，

在建筑设计工作中要提高对于绿化的重视程度，学校建筑

设计要注重外围环境的创设，在其周围设置一些绿化带，

用来保证建筑设计的环保性和美观性，这些都能够最大化

的保障建筑设计的效果；三是，在选择建筑材料时要尽量

选择对环境污染较小、对人体危害较小的节能环保材料，

最大化的保障师生的安全和健康 [3]。

3.4 提高建筑设计的安全性

校园是学生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场所，学生平均每天在

校园内的时间非常多，甚至超过了在家中的时间，因此在

学校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将安全性放在第一要位，要

保证学校是一个安全的场所，确保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财产

安全等。我国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因此学校在进行建

筑设计时一定要保证地基的坚固，学校建筑要具有抗震防

灾的效果，对于这一点的安全要求要格外严格。为了达到

这一建筑设计目标，一方面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提高建筑

本身的抗震能力，严格按照国家抗震防灾的规范来进行建

筑设计，确保建筑的稳定性和坚固性。另一方面要做好避

震疏散通道的设计，要确保通道的流畅性，这是为了在遇

到突发灾害时能够有计划性的组织学生撤离到安全地带，

避免学生被困在教学楼内的情况发生。在具体的建筑设计

上，想要达到这样几点标准，设计人员要从两个要素上重

要考虑和研究：一是在建筑设计之前要科学选址，选择一

些安全性较高的场所，在选址之前要进行地震评估，确保

该地区不处在地震频发地点；二是要对用地条件做出科学

具体的分析，在建筑设计之前先设计图纸，将建筑设计的

具体流程和土地区域进行规划，确保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

能够严格按照计划完成，避免出现一些突发情况。

3.5 做好建筑单体设计

在做好学校建筑设计的整体布局工作之后，设计人员要

针对建筑单体设计进行重点研究，通过对各个单体的有效

设计来保证整体设计的科学性和稳定性，要保证单体建筑

设计能够融入到整体环境中，不要产生突兀的情况，确保

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落，同时单体设计还要具有布

置灵活的特点，能够满足学校建筑设计的整体性要求。首

先建筑单体设计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要尽量能够在与

周围环境匹配的前提下，以最高的性价比来设计建筑单体，

最大化的节省建筑成本，提高建筑效率。其次对于不同功

能分区的建筑单体要进行单独的设计，要确保建筑单体能

够在适应整体环境的前提下，能够完成自己的所属功能。

比如说学校一般会分为办公区、教学区、生活区等几个区域，

针对每个区域内的建筑单体设计都要有所针对性，让其既

能够独立存在于自己的区域，又能够彼此联系，共同工作。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目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下，学校建筑设计

成为一个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为了保证建筑设计的

科学性与合理性，学校相关人员要在明确学校建筑设计原

则的前提下，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的地理环境和

人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优化

学校建筑设计工作的质量，推动学校建筑设计工作的顺利

实施和高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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