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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简介

    项目名称：集贤幼儿园 

    项目地址：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唐家镇

    设计单位：东意建筑

    业主：雅安市汉源海天中心校

    主持建筑师：肖毅强、肖毅志、邹艳婷

    用地面积：2490平方米

    建筑面积：2895平方米

    建成时间：2017年3月     

田埂上的乐园
—— 集贤幼儿园

文字统筹    李雪凤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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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符合现代幼儿早教理念的幼儿园

儿童早教资源短缺是乡村基础教育的普遍现状。公办幼儿园建设空白、民办幼儿园良莠不齐、学前教育

理念落后等情况，反映出建设符合现代幼儿早教理念的幼儿园是乡村建设的迫切需求。2014年，壹基金启动

庐山地震灾后重建计划，计划在雅安地区援建13所农村乡镇公办幼儿园。汉源县唐家镇集贤幼儿园是该计划

的项目之一。

作为公益项目的幼儿园，壹基金和设计师明确选择把集贤幼儿园建设成可持续发展的公办幼儿园，由教

育部门领导监管，有适配的需求、正确的办学理念、有效的管理和良好稳定的师资，使其示范作用最大化。同

时鼓励乡村公共活动的介入，承担部分社区中心以及灾难紧急避难功能。

集贤幼儿园为12个班的大型幼儿园，可容纳360名小朋友。幼儿园的建设全过程纳入国家建设工程管理系

统，进行相应的消防、抗震设计，通过应有的审批，并且应用日照、采光通风等模拟计算手段对建筑布局和平

立面设计进行推敲调整，建成效果也印证了其气候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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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活动的可能性。走廊被不规则地拓宽形成“街

道”，如首层的入口、二层的阅读平台、三层的

屋顶露台，组织方式如同周边村落内的道路，联

系着大小各异的房屋晒台、田地，也联系着每家

每户。幼儿园每个功能用房对应着“街道”，有

表情各异的门和窗。窗台形成高低错落的壁龛，

满足小朋友摸爬滚打的天性，同时激发他们更丰

富的游戏想象力。

幼儿园整体高差4米，南高北低。室外活动场

地保留了原有的地形格局，由南向北逐级下降。

音体活动室位于北部最低处，与升起的台阶恰好

形成室外小剧场；中部是平坦的活动场地；向南

逐级升高的平台分别是游戏器械区和植物园圃；

南面最高点与二层“街道”衔接。密闭的围墙强

化了幼儿园的领域感，内侧是儿童的嬉戏，外侧

是田园的耕作。在幼儿园的每一个高度上远眺，

田园、河谷、远山都深深刻印在小朋友的认知

中，成为他们心中童年与家乡的记忆。

小朋友在操场上全力奔跑，在沙池里不肯离

开；成群的小伙伴挤在楼梯的壁龛，也有三五个

占据窗台；小男孩在露台上招手，可以看见在田

间劳作的亲人。村民每日沿围墙走向田间开始劳

作，围墙内的小朋友也开始一天的晨间活动。幼

儿园与村庄共享自然环境，有共同的生活作息，

完全融入乡村生活。

汉源县唐家镇位于四川雅安市南部、大渡河支流流沙河

河谷，这里平地稀少而人口稠密。较缓的山体均开垦为梯田

和果林，四季耕种不断。高山、深谷、梯田、集镇以及山间

高架穿行的高速公路，自然和人工共同构成了场地气势恢宏

的地理格局。唐家镇集贤村沿乡村主路而建，向两侧农田渐

次展开，集贤中心校位于主路附近。幼儿园用地位于中心校

内，一边是学校和村舍，另一边面朝田园。场地原为梯田，

逐级向流沙河方向跌落，远处层峦叠嶂，极目之处是山谷的

开口。

集贤幼儿园的用地面积比较小，设计师采用集约式布

局，为更多的活动场地提供了可能性。12个活动室单元分三

层叠放于场地靠学校的一侧，用加宽的走廊联系起来。休息

室、音体活动室以一至二层的小盒子形式，分散插入主体体

量，小盒子的顶部成为多个室外场地。建筑整体布局呈现向

田园开放的姿态。西南向的活动室可保证充足的日照时间，

东北向的休息室可以避开午休时过强的光线，东向的室外场

地在上午获得轻柔的阳光，当下午阳光猛烈时，小朋友可在

清凉的阴影下玩耍。首层局部架空成为入口。风沿着河谷吹

来，经由建筑体量形成的缝隙轻拂而过。

小朋友应在游戏中成长，通过游戏锻炼动作发展和社

会能力。房子之间的“空隙”承载着幼儿的活动和交往。设

计师利用不用标高的层面平台，在二、三层设置多个区域，

对应特定班级使用，领域感与开放性并存。通透栏杆和实体

栏板使它们具有外向和内聚的不同属性。走廊空间发掘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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