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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处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
转型的阶段，教学相关的空间设计已相对成熟，
深入研究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怎样利用教
学空间以外的交往空间为学生创造学习、交流
的良好环境成为当今中小学建筑创作中关注的
问题。以永安一中建筑设计为例，结合学生心
理行为特征，探讨创造出更加适宜青少年生长
发育、健康成长的建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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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 it is the transition stage 
from "exam-oriented education" to 
"quality education" in China, the space 
design about teaching has been relatively 

mature. It is become a concern in the 
modern architectural creat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at the further 
stud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how to use the teaching space 
outside of the communication space for 
students to create a sound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The 
essay explore to create more suitable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adolesc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rchitectural space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 of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sychological 
behavior analysis, with communication 
space design as a start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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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

展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和理念的转变，传统的
中小学校园建筑空间设计暴露出越来越多的
问题和局限性。传统校园规划设计忽视儿童
心理行为特点，学生行为被模式化、统一化，
相应的交往空间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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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小学生不同年龄段心理特征研究（根据参考文献7、9整理，并对其进行了补充） 表 2-中学生不同年龄段心理特征研究（根据参考文献7、9整理，并对其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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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谓的“工厂式学校”。 此外，许多空间
环境并不像规划师、建筑师最初预想的那样
被学生使用，特定行为没有在设定的区域内
发生，而且不同年龄段对活动场所的需求也
是不同的。因此，通过研究中小学生的心理
行为特征来探讨中小学交往空间设计是十分
必要的。

2    中小学生心理特征分析
2.1小学生心理特征分析
相对于学前儿童，小学生在记忆力、注

意力和辨别力等方面都有着快速的提升。对
小学生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特征进行如下归纳
总结（表1），可知整个小学阶段学生的心理
主要具有具有自由性、依赖性、交际性三个
特点。其中，自由性是指小学生喜欢新鲜的
事物，他们爱冒险、刺激和新鲜的事物；依
赖性是指此时的孩子缺乏安全感，容易对家
长产生依赖。交际性是指小学生的交往心理
主要在与同伴或者同伴团体之间的人际关系
评价，对友谊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越发

的深刻。
2.2中学生心理特征分析
中学分为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笔者在

此重点分析初中生的心理特征。对初中生不
同年龄段的心理特征进行如下归纳总结（表
2)，可以发现中学生会随着年龄增长愈发成熟
和自律，但同样伴随着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总的来说，整个初中阶段学生的心理具有过
渡性、闭锁性、社会性三个特点。过渡性是
指中学生处于半成熟半幼稚的状态，是从家
庭踏入社会的“断乳期”，由形象思维过渡
到抽象逻辑思维；闭锁性是指中学生对于情
感具有一定的隐藏性，由于爱好面子，经常
表里不一；社会性是指中学生的心理特征在
很大程度上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和环境以及伙
伴关系的影响。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
们渴望与社会人员接触，相互沟通。
2.3中小学生行为特征对比研究
中小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存在行为差异，

在课间活动中存在不同的喜好。笔者在此采
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中小学生课间的行为

选择进行对比。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一共发放
问卷 200份，收回有效问卷 194份，在问卷
的对象选择上注意了各个年龄阶段，不同楼
层以及性别的均衡性。
2.3.1学生课间活动类型——“自由”与“自

律”
小学生课间活动的类型最多的是玩游戏

（表3)，占到51%，21%的学生选择了聊天，
最少的是选择看书，占7%。中学生课间活动
的类型最多的是聊天，占到 38%，22%的学
生选择了玩游戏。 从结果可以看出，小学生
课间更偏向于游戏活动，因为玩耍是孩子的
天性，他们渴望与同伴交往，在游戏和交谈
中从同伴处获取快乐和认同感。相比而言，
中学生更喜欢在课间聊天或者学习，他们更
偏向于相对安静的活动，因为随着及年龄的
增长，他们产生了一定的自律心理，希望在
与同伴聊天或者看书的过程中得到一种精神
上的满足。
2.3.2 游戏场地选择——自然场所与开放

式空间
在游戏场地的选择中，将近 40%的中小

学生都最为看重场地的宽敞程度，30%的中
小学生看重活动场所的自然环境（表3），以
上结果说明动态活动对场所的尺度要求较高，
而且他们渴望在大自然中释放自己的天性。
因此，自然场所与开放式空间的营造在中小
学设计当中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设计当中可
考虑将大空间置于教学楼的内部，方便学生
进行课间活动。
2.3.3 独处或聊天的场所选择——私密空

间
对于独处或与朋友聊天等静态活动的场

所选择上，问卷结果表明 (表 3），中小学生
大多选择了安静但可以看到其他同学的地方；
中小学生选择热闹地方的比例分别只占5%和
7%。在一般情况下，空间中动静两种状态的
活动往往是并存的，不会绝对的分离，但是
学生也会选择相应的区域来满足心理的舒适
感。相对而言，安静的角落满足了独处和聊
天活动的私密性需求，不会对其活动的进行
产生干扰，符合静态活动相对隐蔽的心理需
求。

3    研究性设计——永安一中校
园规划及建筑设计
3.1规划背景
永安是中国竹笋之乡，位于福建省西部，

距福州市190km，距厦门市180km，近年来，
永安着力构建对台交流基地，有辐射台湾各
城市的潜力。 即将新建的永安一中是一所九

表3-中小学生行为特征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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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贯制学校，建设规模包括初中部和小学
部。基地位于永安市竹天下文创园，基地周
边山地居多，内部较为平坦，风景优美（表
4）。基地总规划用地约 90亩，建设总面积
约23000m2。本案建设规模将到达小学36个
教学班，初中27个教学班，还包括学生宿舍
及食堂，以及各功能教室，办公室及运动场
地设计（图1、图 2）。   
3.2 总体设计——自由，自律，自然
整体规划融合中国古代书院中轴对称、

纵深多进院落的特点，尝试以严谨而富有变
化的建筑群形成整体格局（图3）。结合中小
学生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中学部设计强
调“自律”规整，小学部设计强调“自由”
零散（图4）。正对校园主出入口形成一条南
北向的中轴线，七层的行政楼布置在中轴线
的尽端，成为整个学校的标志性建筑。教学
区以书院式院落空间布局，尺度大小不一。
小学部南端以散落的“盒子”与弧线构成，
尝试着为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提供
充分而富有趣味性的交流空间，大大增加了
孩子们接触新伙伴的机会。相比而言，中学
部布局相对规整，其南端的椭圆形音体室设
计使得中学部整体布局在严谨之中富有变化。 
建筑造型设计当中运用山、水、竹、石

四个自然要素（表5）。试图用现代的手法对
自然要素进行抽象提取，使得每一个自然要
素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空间属性，笔者希望以
自然的建筑形式和活泼的空间场所激发学生
的兴趣，增强亲切感。
3.3教学区交往空间设计分析
3.3.1 廊空间
幼年的孩子喜欢共同嬉戏，在游戏中学

会遵守规则并获得交往经验。 廊空间为校园
建筑中最常见的交往空间之一，在小学部设
计当中，我们试图打破传统廊空间匀质的空
间属性，给学生创造更多嬉戏玩耍的空间，
让学生的天性得以释放（表6）。小学部建筑
北端为两栋教学楼横向排布，走廊均为挑外
廊式，建筑南端空间局部放大。笔者试图通
过空间形态变化、界面变化两个方面对廊空
间进行多维度的空间分析。
匀质的走廊空间在教学楼南端局部放大

成为过渡的共享空间，从心理上缓解了单一
走廊的压抑感，提升了空间的张力和趣味性。
该部分每一层的共享空间均有所不同，一层
为底层架空，形成灰空间；二层空间局部挑
出，在中心形成椭圆形的庭园；三层为室外
休息平台（图5）。结合这个共享空间，布置
了师生交流最频繁的专业功能空间，如美术
教室、手工艺教室、计算机中心、书法教室等，

表4-基地区位图（作者自绘）

图 1-总平面图 图2-功能分区图

图3-方案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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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造型源自“石头”的意向。二层共享空间
通过椭圆形庭园获取自然光和加强自然通风，
同时形成整个共享空间的中心，加强层与层
之间的交流。由于功能的特殊性而带来的立
面材料和开间节奏的特殊性，构成该建筑鲜
明的室外视觉特征。此外，该共享空间立面
运用曲线形式，使空间产生无限延伸的动态
感。曲线形廊空间是具有韵律感的空间，形
成一条有节奏的动感引导线。
教学楼走廊外立面（表7）根据蒙德里安

构图进行不均匀分割，随机分布的格栅与白
色墙面产生鲜明对比。木格栅的主要作用是
通过构件的不断变化使空间产生不同的归属
感，让学生在虚与实不断交替变化的界面中
产生新鲜感。
3.3.2 屋顶空间
在前期调研中，我们发现中小学生在游

戏场地的选择中，都最为看重场地的宽敞。
动态活动对场所的尺度要求较高，过于拥挤
会阻碍游戏的正常进行。因此，我们将教学
楼屋顶空间加以利用设计为屋顶花园（表8)，
屋顶花园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包括折线形屋
顶与种植屋面。折线形屋顶造型来源于中国
传统山水画“峰”的意境——层峦叠嶂。对
传统坡屋顶进行解构重组。其一方面呼应周
边连绵起伏的山势，另一方面为种植屋面提
供了遮阳的灰空间。楼梯间顶部与屋顶折板
相连接，通过楼梯间可直达屋顶花园。此外，
屋顶表面适当的做了一些开口处理，保证了
整个屋顶空间的连续性与通透性。
3.3.3 院落空间的多样性
单一的设计尺度会让孩子在空间中找不

图4-小学部—“自由”          中学部—“自律”

表5-建筑造型生成

表6-小学部平面图

图5-活动区剖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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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归属感，在设计当中，我们运用同构和异
构的手法提供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场所，一
方面给小学生们提供了不同尺度与界面的空
间体验，试图激发小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使他们在游戏中去释放个性。另一方面，本
案庭园布局与当地原有民居的空间形态相呼
应，有效地延续了对当地空间的历史记忆 (表
9）。设计希望基于自然生长形成的自下而上
式的空间复杂性在建筑中得以呈现，并给予
个体更多的环境选择，而不是大刀阔斧地借
重建之机将原来的城市肌理粗暴地抹去。

4    结语
良好的交往空间设计不仅给小学生提供

一个舒适的休息场所，更重要的是为他们创
造出利于身心健康、积极活跃、轻松而安全
的交往环境。中小学交往空间设计应把学生
的行为和心理作为设计的重要依据，塑造出
适合不同年龄和性格学生的交往空间。一方
面，多样性的空间营造出趣味性的氛围，另
一方面，丰富的空间类型和层次也与中小学
生活动的多样性相适应。本文从学生的心理
和行为特征入手，总结出满足中小学生多样
性空间需求。结合这些空间需求，对永安一
中的交往空间，包括廊空间、屋顶空间、庭
院空间等进行设计。试图通过研究性设计，
创造出一个能使学生的天性得以展示，才能
得以发挥的空间，以良好的形象和氛围熏陶
学生，引导学生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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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界面变化

表8-屋顶空间设计（作者自绘）

表 9-院落空间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