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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校园建设背景下的中学教学综合楼设计研究
——以湖北省荆州市沙北新区某中学设计为例

□ 欧阳永进

[摘   要] 本文基于绿色校园建设背景，以湖北省荆州市沙北新区某中学校教学综合楼设计为例，分析绿色校园建设在可持续发展、
节能环保等层面的需求，总结该项目总平设计、平面设计、立面设计、剖面设计、空间设计方式方法，以期将其建设成集科技化、
可持续化、智能化于一体的现代化绿色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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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新区规划建设的推进，我国的教育建筑发
展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
何镜堂“两观三性”的建筑与规划设计理论，创造性地
把“文化性”“地域性”“时代性”理论统一在“整体
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框架之中[1]。当今的中
学绿色校园建设，何镜堂的理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特别是在文化性和可持续发展观方面。绿色建筑的发展
是一种趋势，通过建设绿色生态校园，可以有效节约资
源，实现建筑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同时也可以为师生提
供一个健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2]。

1  项目背景
1.1  项目概况
设计项目用地位于湖北省荆州市区东北方向的沙北

新区内。沙北新区原为荆州市沙市区的北边郊区，由于
城市的扩张和发展，于2011年成为沙市政府的重点发
展区域，和荆州市西区的华中农高区以及纪南镇的纪南
文化旅游区，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

沙北新区现今主要以体育中心为核心区域进行居住
区、文化教育区、经济区的发展。项目建设用地位于沙
北新区上位规划的R22号教育用地内，地址位于沙北新
区的东北处，项目内用地红线12.08万㎡，为中学校园
规划和教学综合楼的单体设计。

1.2  前期分析
校园规划地址位于沙北新区的东北处，周边有多个

居住组团和规划小区，该地区教育资源匮乏。项目建成
后，将与沙北新区的沙市中学和沙市区北部的沙市五中
形成三角形教育服务区域，使上位规划内整个区域的教

育资源得到均衡和补充，对周边经济的发展和新区人口
的引入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项目将成为附近居住组团区域内新的文化
核心和宣传核心，对该区域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优质的中学教育依托优质的教育建筑会增强
居民的幸福感。教育建筑还可以改变区域内的细部城市
肌理，形成更加合理的教育、医疗、商业、住宅多元化
的城市结构。项目建成后将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2  设计原则
在校园规划和单体教学综合楼设计时，一是考虑人

和自然、建筑的关系，本着“绿色校园，天人合一”的
思想进行校园规划。选择好景观节点，处理好道路关系
来创造尺度合适、环境怡人的校园环境。二是重视消防
规范，在校内设置消防环道和预留消防登高面。在单体
综合楼的设计上应考虑功能性，布置好流线，创造有趣
的公共交流空间和教学空间。

2.1  校园可持续化原则
随着绿色城市建设的推进和发展，生态校园的规

划和建设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所以在规划校园建筑
和景观时应将该理念融合到环境中，在节约能源的前提
下打造美好、怡人的校园环境。种植多种有美好寓意的
植物，让师生在享受美好校园环境的同时，感受竹之坚
韧、菊之淡雅。

2.2  绿色建筑原则
在单体教学综合楼的设计方面，在完成校园整体

规划的前提下，完善功能和流线的设计。在设计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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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融入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如进行屋顶绿色节
能处理时，铺设隔热板，设置架空部分，增加自然通风
量，减少能源的消耗。同时贯彻在建筑中种植绿植形成
绿色屋顶、绿色走廊的设计策略。立面设计上运用遮阳
板、构造板也能起到节约能源的作用。同时也能帮助学
习、生活其间的中小学生树立绿色环保理念[3]。

2.3  多样化公共交流空间原则
在教育建筑的设计中，创造适宜的公共交流空间是

实现空间感受多样化的有效途径。空间的设计原则应当
贯穿整个设计，在创造好流线和功能分区的情况下，尽
可能多地建立人与建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3  方案设计
3.1  总平面设计
项目用地面积12万m2，单体建筑面积约1万m2。根

据周围的道路情况，基地西侧的红门路属于主干道，且
基地位置与该路段相接处比较短，上下都有十字楼口，
故不适宜开出入口；基地东侧为防护绿地和天然河流，
也不适宜开口，故开口在基地东北和西南方位。后因为
动静分区以及体育场位置设置规范，故将住宿区设在绿
地侧，室外体育场设在红门路侧。项目的景观设计选择
在东南角建立翠竹园，加上适当的人造水景，并结合海
绵城市的中水系统对水环境进行循环；其他景观节点采
用亭台、竹子、花卉，创造出自然和谐的校园环境（见

图1）。
3.2  平面设计
项目建筑设计在平面上首先考虑的是功能。教学综

合楼功能复杂，房间众多，在平面上进行功能分区，并
根据功能将建筑划分为4个不同的区域块，在首层创造出
3个中庭空间，教室外有连廊和通道连接，形成流动的平
面布局，充分利用了空间。

3.3  立面设计
在立面的处理上，一是使用凸出楼板打破统一立

面的沉闷感和空间感，打造有起伏的立体构造；二是在
教学楼西侧的退层上种植易于打理的花草，既美化了里
面，又增加了建筑的绿植面积；三是在其他立面利用凸
版加装遮阳构架，既遮阳又可以形成丰富的光影效果。

3.4  剖面设计
在剖面方面，项目选取教学楼南侧楼梯处进行剖面

说明，剖面是展示建筑空间内部构造和结构以及梁板柱
的做法最直观的展示。在空间结构上运用框架剪力墙结
构，利用柱子和梁搭建受力平台，辅以剪力墙和楼板进
行支撑。4m的单层通高保障了公共建筑的层高要求，每
一层走廊和连廊空间在图中得到体现，将设计重点营造
的灰空间构造也表达出来，空间和结构的关系得到了很
好的体现。

3.5  空间设计
一个有趣的空间能使建筑增色，一

个值得反复玩味的空间将会使建筑得到
升华。在该教学楼的设计中，除了从功
能分区入手设计外，最重要的是进行空
间营造。采用开放式门厅，因没有门框
的限制，可和后方的连廊空间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大的类院落空间。对于单院落
而言，随着高宽比的增加，院子入口处
的局部风速会逐渐减小，在合适的高宽
比值下[4]，会产生舒适的“过堂风”。

中国传统建筑经常使用围合空间和
过渡的灰空间增加空间纵深。这种小
的室外空间可以给师生提供一个舒适
的空旷场所，让孩子们在课间感受到
与同龄人相处的乐趣，对其身心健康
十分有益。

另一个着重考虑的空间就是大连接
平台。南面二楼因为退层，有一个6m
左右的平台。平台与左右两侧的连廊图1  校园整体规划总平面图（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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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相连，在建筑内形成环形灰空间，可以用作课间活
动空间，还可种植绿植。右侧贯穿南北的廊桥既在建筑
上形成体量感，也使得在其中行走的人能在不同的内部
角度体验和感受这栋建筑。这些最容易被忽视的公共空
间、连接空间，也成为教学综合楼空间规划的亮点。这些
空间加上半室外的楼梯构造既展示出结构美，也能更好地
向外表达建筑内的空间，增强建筑的透明感（见图2）。

图2  综合教学楼鸟瞰图（作者自绘）

3.6  经济技术指标
项目规划拟建建筑面积64080㎡，其中包括2栋综合

教学楼、1栋实验教学楼、3栋宿舍楼、1栋食堂、1栋行

政楼。单体设计的教学综合楼的建筑面积为10428㎡，
总用地面积为121845㎡，建筑密度为13.3%，容积率为
0.52，绿化率为55%，停车位48个。建筑密度低，绿化
怡人，此经济技术指标，既保障了基本的经济效益，又
为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打好了深厚的基础，具有新时代
的经济指导思想。

4  结语
项目教学综合楼设计本着“绿色校园，绿色建筑”

的设计理念，致力于打造可持续化、科技化、智能化的
校园。优美的绿色景观节点和丰富的交流空间，使得校
园在清香满溢中书声琅琅；在校园和建筑文化性的催生
出自强不息、热爱祖国的校园文化，在美好的校园内，
增强青少年自信心和提升校园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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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设计在厦门市保障性住房中的重要性

□ 罗海燕

[摘   要] 本文分析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的发展现状，论述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的设计政策，提出精细化设计在厦门市保障性住房中的应
用对策。同时，保障性住房采用精细化设计，可提升房屋空间的利用率，满足人们居住需求，为人们提供舒适、合理的住房空间。

[关键词] 精细化设计；保障性住房；住房设计；厦门

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背景下，针对国内大型城市的
住房问题，国务院办公厅针对住房建设提出了若干措施
与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满足当地居民自住需
求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加大经济适用
住房、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建设节约型社会。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厦门市产生了大量的住房需
求，住房价格也经历了快速上涨的过程，城市住房建设
出现了供给结构不合理、价格上涨过快等问题，这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空间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城市社会
的健康发展。为贯彻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精神，厦门市相关部门对保障性住房建设开展专
题调研，提出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工作思路。厦门市委
常委会也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保障性住房工作，会议
明确建设社会保障性住房举措，率先在全国推出了调整
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新机制、新办法，对构
筑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体系、稳定商品房价格、构建
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1  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的设计政策分析
保障性住房以打造公共交通便捷、生活配套齐全、

基础教育完善、医疗设施完备的居住环境为目标，以高
起点、高标准统筹推进保障房住房建设，让市民不仅
“住得进”，而且“住得好”。保障性住房设计应满足
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设计规范、法规、规定和《厦门市
保障性住房建设技术导则》（DB3502/Z 5034—2018）
的要求。住房主要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
房和保障性商品房等。目前厦门市已建、在建保障性
租赁住房、保障性商品房产权面积多为70m2、60m2、
45m2，公共租赁住房产权面积为30m2。 

2  厦门市保障性住房发展现状与规划
2011—2015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总需求量

约15.8万套，考虑实际的建设周期与房源筹集的多样
性，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扣除安置房源）的总用地
面积约137.60hm2，总建筑面积约322.20万m2。2016年
以来，厦门在建与开建的保障性住房4万多套，推进力
度前所未有。厦门市相关部门强调要加快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低收入家庭、新
就业大学生等住房困难群体住有所居。至2020年，厦
门市提供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不含新增棚改、安置房
等项目）总计23万套。2021—2025年，厦门市新增住
房量目标中保障性供应量约占总量的20%，在厦门市住
房结构中占重要位置。

3  厦门市保障性住房的精细化设计分析
3.1  住房单元公共空间的精细化设计
3.1.1  公共空间的人文关怀

目前，厦门保障性住房以高层为主，并呈现出集约
化住区形态。保障性住房小区的人口规模与人口居住密
度都高于普通住宅小区，因此，建筑周围的空间合理化
设计尤为重要。公共空间分为中庭空间和架空层空间，
对公共空间进行设计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公共空间的易达性和安全性[1]。公共空
间除有特殊要求外，均应设置在人员通行方便的位置。
同时，公共空间在设计时应增加无障碍设计，以加强对
残疾人和老年人的关怀。

第二，预留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应根据其使用功
能及要求，预留足够的空间和尺寸，避免后期因功能
置换而产生空间面积不足的问题，保证后期使用的便
利性。

第三，注重空间互动与使用便利。如，生活中大部
分的家庭是由老年人照看小孩，因此，老年人活动空间
与幼儿空间应相邻设置，且两者之间要避免过多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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