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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计学校空间？
学校作为公共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设计首先需要符合一般公共设施普遍具有的
安全、适用、经济、绿色等基本要素。 在此基础
上，学校设计还需遵循满足教学功能的要求，
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等基本原则。

关于满足教学基本功能要求，《中小学校
设计规范》已经提出详细的标准，不必赘述。
而对于如何设计才能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成
长，则依赖于设计者对学校的理解。

如果设计者将学校理解为一个用来把学
生圈进围墙、装进教室，并对他们灌输知识的
场所，那本质上是在设计一个“装”学生的标
准仓库， 而不是在设计一所学校。 真正的学
校，是一个能让学生有效学习、自由成长、快
乐交往的“生命场”。 这个“生命场”的形成，发
端于建造学校的那一张张蓝图上。

学校空间对学校形成“生命场”所起的作
用大小 ，取决于 “潜藏 ”在设计中的 “课程因
子”的多少。 课程是对育人目的、内容、方式的
设计和实施。 学校就是通过课程服务这一特
殊“产品”引导、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可以这
样说，只要有学生到学校来学习，学校空间的
课程价值就自然地产生了。 因此，如果学校空
间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其课程价值的体现不
是存在性问题，而是充分性问题。

北京四中房山分校就是这样一个典范。
这所学校寄托了设计者李虎许多关于教育
文化和绿色生态的思考。 他的设计就是将这
些思考转换成“课程因子”的过程。 他要让学
生在田园和天地之间快乐地学习和生活，感

受真实的自然，并能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增加
动手实践能力，于是有了将农田直接设计在
教室屋顶的奇妙设计。 这一设计，为这所学
校的自然课程的生长奠定了基础。 如果没有
这样的设计，这所学校的教室顶层就如同绝
大多数房屋一样，只是遮风挡雨的水泥屋顶
而已。

5 年前，我作为校长参与设计无锡市蠡园
中学新校区时，面对“我们究竟要建一所怎样
的学校”这个基本问题，提出了建设“最课程”
校园的观点。 显然，这里的“最”不是极致无比
之意，而是对用课程理念建设学校、设计空间
这一理念的特别强调。 “最课程”校园建设，是
让有限的学校空间生长出无限的课程价值。

在学校建设中，我们作为校方以课程的
视角对学校设计提出诸多特别的需求 。 比
如，我们首先提出建筑空间尽可能让位于教
室的建议。 原因很简单，一所学校不管建筑
多么美丽、设备多么先进、报告厅多么豪华，
但是学生一天的绝大多数时间待在教室的
地方却很局促，这样的学校在空间规划上就
缺失了 “以学生为中心 ”的根本 ，建设 “有益
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 的学校就已大打折
扣。 后来，蠡园中学新校区的教室面积尽管
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 90 平米， 但也足有
85 平米之大———比一般标准教室多出 15 平
米。 这 15 平米，作为教室的综合区域，给学
生的交往、阅读以及一对一辅导等活动带来
了可能。 相比传统教室，它很大程度上丰富
了教室的课程功能。 而这些课程功能在图纸
上是被“潜藏”起来的。

为了设计宜教、宜学、宜生活的学校，我
们组织教师进行了几十次讨论， 并在宏观、
微观上分别梳理出上百条课程化设计建议。
比如，建立学习广场，为学生走向跨学科、跨
年级、跨班级的融通式学习提供空间和设施
的可能；将学校各楼层的平台建成趣味体育
游戏中心；充分利用学校小河东西贯穿而过
的独特优势 ，建立集科技 、文化 、环保于一
体、 学生可以真实参与互动的水文化基地；
利用河流自然隔离的优势，将学校北部的运
动与餐饮区域在非教学时间面向社区开放，
开展家校合育活动；将学校传达室与家校合
育中心整合；将学校传达室建成分布式光伏
发电 、气象测量的基地 ；不同楼层的班级内
墙颜色不同， 让学生每学年都有成长色；将
电学实验室所有电路线布置成明线，让电学
教学更直观可见 ；选择学校的一堵墙 、一部
电梯进行建筑透明处理，让学生了解墙和电
梯的构造；将新学校的所有建筑材料取样集
中起来 ，布置在一面墙上 ，成为材料学的最
好教材；将建设新学校所用到的工具实物或
图片展示出来，成为一本“我们的工具”校本
教材； 选择一个能照到太阳光的楼道口，安
装一面三棱镜，让学生了解和感受彩虹的原
理……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只有少部分设计在学
校新校区得以实现， 但在参与学校设计的过
程中，教师们增强了“大课程”的意识，提高了
课程设计能力， 这本身也是学校设计中的另
一种课程“潜藏”。

（作者系江苏省翔宇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学校空间是教育活动得以发生的物质基
础，是儿童学习、生活、成长的重要场所，而我
们对学校空间的理解既包含显性的学校建筑、
校园景观、教室、廊道、运动场、设备等物理空
间；又包括隐性的交往空间、思维空间、想象空
间等非物理空间。环境心理学从空间的心理安
慰、空间激励和鼓舞人心的效果等方面研究表
明：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的角度，物理空间都
能够对人类的活动产生影响。

以教室的空间为例，如何让学生每天带着
期待走进来， 持续主动地投入到学习生活中，
是学校空间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重点。合肥市屯
溪路小学教育集团下的星斗小学将 “教室”改
为“学习室”，改变的不仅仅是教室的名称，还
从儿童学习的角度进行了学习室空间的布局
和设计， 探索学习室带给教与学的方式的改
变，发现学习活动对学习空间的影响。

为学习而设计

学习是个体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学习室
的设计理念是从原有支持教师“教”到支持学
生“学”的转变。学习室依据学校的育人目标和
价值追求，从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设计学
角度进行整体设计，主动发现学习空间与儿童
学习的内在联系， 体现学习空间的功能性、教
育性、艺术性和灵活性。

我们明确了学习室的设计理念，即每一间
学习室都是为真实的学习而建；每一间学习室
都能满足师生的学习需求；每一间学习室都能
适合多种学习方式的需要；学习室就是师生共
同的“家”；不同学科的学习室根据需要进行专
门的设计。 我们希望学习室带给学生的感受
是：当“我”踏入学习室的那一刻，就情不自禁
地爱上它。

英国南丁格尔建筑事物所与索尔福德大
学联合对 7 所小学的 34 间教室进行了一年的
研究，发现教室的灯光、温度、声音、布局和颜
色等物理元素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高达 73%。

为此，我们学校各学科的学习室设计都基于以
上物理元素的考虑，努力为儿童的学习提供舒
适、开放、柔和、有吸引力的物质环境和齐全的
教学设备。

不同学科的教师、学生与设计师经过多次
沟通，从色彩、空间造型、照明、配置、舒适度等
要素考虑，关注到视、听、嗅、触、味全方位的感
官体验，并让科技和文化同时融入其中，为学
生的学习提供最大的支持。

我们的学习室设有若干区域。有适合学生
独立学习、摆放桌椅的“自学区”，这个区域的
桌椅可以任意组合，适合学生合作学习；有适
合学生围坐在地板聆听教师讲授的“共学区”；
有适合学生展示学习成果的舞台区；有适合学
生个体学习、上网检索、教师个别辅导的阅读
区；还有学生放置学习用品、洗漱饮水的生活
区。 这样的分区，满足多种教与学的方式。

不同学科的学习室有不同的风格。例如语
文学习室的特点是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阅读
区有沙发、软地垫满足学生阅读的乐趣；教学
区的桌椅高度根据不同年级学生书写的舒适
度设置。 音乐学习室专门安装了一面墙的镜
子、舞蹈把杆和拉帘，地面采用防震、稳固、耐
磨的地胶，室顶和墙壁安装了吸音板，配置了
钢琴、乐器、音响和专用立方体方凳等。有的学
习室还专门设置了一平方米大小的温馨角落，
能够保障一定的私密性， 满足学生个性化阅
读、思考、调整情绪等需要，被孩子们亲切地称
为“迷你小屋”。

因学习而灵动

学习室的优化设计在愉悦身心方面的效
果显而易见。 儿童是生活在学习空间里的人，
他们在感官和空间环境互动中获得信息、认知
世界、构建和发展自身。 优化后的学习室如何
真正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和发展，让学习室不
是“静止的音符”，而是“灵动的生命体”，需要
探索由此引发的教与学方式的变革。

变“教室”为“学习室”，就是将学生的学习
和成长放在中心位置来考虑教学。在这样的课
堂上，教师把自己与儿童、教材与儿童、一个儿
童同其他儿童、 一种知识与其他知识串联起
来，由此将儿童的现在与未来串联起来。 这样
的课堂，不一定有固定的模式与结构，而是要
让学生充分发挥学习的自主能动性，做学习的
主人；不仅仅是教给学生知识与技能，更要帮
助学生获得可以拥抱未来的核心素养。

学习室的物品摆放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
是同一间学科学习室，因进入学习室的学生不
同，可随时进行相应的调整。 学习室的课桌可
以成列摆放，也可以拼成不同形状，还可以单
独摆放。三种摆放桌子的方式对应三种不同的
学习方式，三种学习方式也可能同时存在于一
节课。 在同一学习空间，有的学生可以戴上耳
机， 使用电子设备自主学习课程或查阅资料；
有的学生坐在沙发上静心阅读；还有的学生可
以聚集到“交流桌”前进行交流探讨；还有部分
学生可以进行自我检测。在一节课或者是一个
学习过程中， 教师将直接面对小组的每个学
生，发挥教师的引导、启发、示范、监控教学过
程的作用，也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参
与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学习室灵活的可变性，能够支持混合式学
习，即在“适当的”时间通过“适当的”学习技术
与“适当的”学习风格，对“适当的”学习者传递
“适当的”能力，从而取得最优化的学习效果。
在学习过程中，教师按照学生学习的需要把学
生分成更小的小组，满足学生个别化学习的需
要，让学习空间具有生命力。

儿童之间的交互交往对学习而言是至关
重要的。学习室除了有与儿童生活密切联系的
主题学习活动和游戏， 还有他们喜欢的图书、
植物、小陈列、作品展……他们在这里自主学
习，好奇心、探索欲、良好习惯都能得到保护和
珍视。

学习室从生活出发，各个角落都充满人性
化设计，给师生提供更多 “不经意 ”的自由交

往、沟通交流的机会，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学
生与教师之间偶发的交往活动， 使人身心愉
悦，满足师生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儿童在这里
没有恐惧，可以放松、自如地成长，他们在学习
室这个真实的生活世界中感受、体验、领悟，也
在不同的学习区域与不同的同学之间的交流
反馈中获益，而这种自由的交往有助于儿童个
性的健康发展。

让学习无所不在

学习活动的质量和效益离不开学习空间
的设计和营造，而学习活动本身也在直接改造
和影响着学习空间。 可以说，学习室是与儿童
的学习和成长一起生长出来的。当学习室同时
是教师的办公室、学生的咨询室、儿童的活动
室时，教学资源得到整合与共享，学生置身其
中，学习就已经自然发生。

在多元、 开放的学习室中， 师生都是学习
者。同为学习者的教师要进行积极的自我更新，
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工作责任和精神追
求，并内化为自觉行动，依托学科教学，实现师
生共同把握学习进程、共同提升、共同成长。

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学习方式和成长方式
的权利，在丰富多元的校园空间发现自己。 孩
子们的眼睛是摄像机，耳朵是录音机，身边的
环境、事物都会给他们耳濡目染的影响。 学习
室的构建就是要把育人目标与儿童的日常学
习与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他们具有广博的知
识，对许多事情都有灵活、富有想象力的思考，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学会选择、学会判断、学会
灵活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

美国诗人惠特曼在 《有一个孩子向前走
去》 一诗中写道：“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
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
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而儿童的学习不只
发生在学习室中，也会在任何的时间发生。

（作者系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小学博雅课
程研究院院长）

学校设计中的课程“潜藏” □邱华国

从“教室”到“学习室”，变的不仅是名称 □胡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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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更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要求出现并
推动着教育的发展和变革。 教室的布置，校园
的美化， 这些原有的环境建设已经不能满足
教育的需要， 它们赖以存在的空间必须被打
破，被改观。 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由学校是
什么场所决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建筑艺术的要
求越来越高，整个社会不会仅满足于“遮风避
寒”的要求。 在加强室内外建设、装饰、布置之
外，已经发展到对建筑造型和理念的追求，发
展到对处所环境的追求。 同样学校的空间设
计也不能落后于社会的发展， 不能停留在原
有的理念上。

学校的空间设计， 已然和学校的教育、学
生的学习融为一体， 不是独立于学校教育、学
生学习之外的事情。 事实上，学校的空间设计
具有很强的育人功能。 学校空间设计的理念、
品味， 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甚至人生的理念、
品味。 反过来，具有积极向上、先进人生理念和
学习、生活品味的人，又会反作用于环境，更加
热爱和珍惜学校，把学校建设得更美。

总之，学校的空间设计不再是单纯为学生提
供一个学习场所，应该是融入学生学习活动的一
部分。运用学校空间设计先进的理念和优美的形
式引领学生的发展方向，与学校教育课程形成一
个有机的整体， 这样才能实现学校教育的完整
性，也更能实现学生人格的完整发展。

（作者系河南省修武县实验小学教师）

空间设计不能落后于社会发展
□康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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