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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AD_E6_99_AF_E8_c57_644962.htm 当校园总体规划及

单体建筑确定后，校园环境的规划设计成为重要一环，如何

使校园环境营造更科学、更利于学校空间的发展，是当前校

园环境规划与设计的核心问题。 校园环境规划的目标 （一）

生态系统完善 1、加强生态优势采集者退散 从整体上把握校

园现状的生态优势，进行适当改造和引导后，形成一个功能

合理、景观优美的新的生态构架，原有地形地貌尽可能保持

，减少土方量；原有水系要有序引导疏通；原有植物，尤其

是大树，尽可能保留并养护好，避免施工时的伤害。绿化的

比例须达到规范要求，方能强化原有校园生态所具有之优势

。 除了尽量保持原有的地形和山水态势外，随着对生态研究

的扩展，天空这一元素亦被引入，“缺乏天空的生态系统是

不完善的。”人们视平线前上方45度的视野内若无法看到天

空，是不符合自然的生态设计。因此设计师需精心考虑教学

楼及宿舍楼前方的景观生态环境。国内外著名大学的主要教

学楼与宿舍区都重视室内采光与楼间距的控制，尽可能保证

在主要教学楼的正南方有大面积的宽广地带，保证充足的日

照及开阔的天空视野。 2、创造人工与自然和谐的绿色校园 

校园建设中所创造的人工景观必须与保留、改造的自然景观

相呼应、协调，形成完整的大景观构架，即天人合一。 校园

景观设计的出发点不应是繁复的人工堆砌，清新的空气比人

工景观造型本身更有实用价值，大量供氧植物的配置令空气

清新，使学生不易因缺氧而贪睡和疲惫，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校园四周应尽可能以高大植物加以围合，以植物墙遮挡校

园外喧哗的社会环境，以利于内外空间的划分，适当在校园

入口处点缀爬藤月季、蔷薇等开花的攀爬植物和花灌木，以

色彩强化校园重点部位。坐在校园内部小游园座椅上晨读是

学生的最爱，如果所看到的是广阔天空自然为最佳选择。复

习疲惫时凝望天空少顷是眼科专家一致推荐的舒目良方，广

阔的天空对疏解疲劳的确有神奇的妙用。小游园如坐落于高

地或视野广阔之处为最佳，设计者在规划时需详细考察地形

。若地形受限，小游园前方有遮挡建筑，仅能“以遮回遮”

，整齐的绿篱可收束散乱的心续，但绿篱至少距离座椅三米

以上，以免产生压抑。学生在自修疲惫时以凝望绿篱调节身

心。绿篱若过于密实，仍会产生压抑感，在修剪上齐中有透

，虚实呼应最为上乘。 （二）功能组织合理百考试题论坛 校

园的功能分区一般分为：校前区、教学区、行政区、文体区

、学生生活区、教职工生活区、生态林区、湖泊水体区、科

研生产区、后勤区等。 其构成形式可分为全集中型、主集中

型、分散型等。校园的外部环境空间包括校前区、入口大门

、功能各异的广场、庭园、人行道与车行道、山地、水面、

绿地、运动场、展示场、试验场、露天剧场、屋顶平台、屋

顶花园等等，其中广场、庭园、露天剧场、展示场等是流线

中的“亮点”，吸引学生停留、驻足，并由点带线，引导整

个流线。通过道路、广场、绿地等环境元素组织、协调、沟

通、运作，对各种功能进行梳理，供学生学习、交流、生活

、运动、游戏、种植、饲养、劳动。线、点、面的结合讲求

丰富、变化，避免横平竖直式布局，而由各种美观多变的曲

线、直线相结合，正向、斜向相搭配，产生丰富的景观视觉



效果，符合青年学生的心理需求。 景观的设计完全可以通过

对周围环境的调整对同学之内心世界产生引导。在教学楼旁

的景观设计必定是全校园最有序的设计，整齐修剪的林荫道

，带有竖向拉伸感的植物，厚重的植物色彩，易使学生活泼

好动的特点受到场所精神的约束，快速进入严谨认真的学习

氛围中。 （三）景观特色明显 校园应充分利用本校地形、水

面的优势，并巧妙运用校园外的景观造景、借景，做到崇尚

自然，独特，同时，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一定的艺术水

平，具有较高思想内涵，优先人文、张扬传统文脉，并融入

现代精神。 如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山水地形富于变化，至

今仍不失其名园风采，是学生散步读书、锻炼身体、修身养

性的场所。清华大学的清华园和近春园，其中的“水木清华

”和“荷塘月色”等景点，由于利用地形优势，植物配置得

当，加上朱自清先生所写的“荷塘月色”名篇，成为吸引万

千学子、具有无穷魅力之校园景观。 每个校园都有自己的人

文历史，新建校园有自己新的奋斗目标，在景观设计上应充

分彰显这些个性特色，突出校园精神。可通过景观造景如雕

塑、碑刻、小品、标志物等来表现校园人文。校园小品宜简

炼含蓄，留给学生多一些思索，多一些想象空间。 校园环境

规划原则来源：考试大 （一）生态性原则 生态是环境景观设

计永远的主题，尊重、注重保护和利用现有的校园自然景观

资源，创造一个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相互补充，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校园生态环境是最根本的原则。经济

合理地利用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实现向自然适度索取与最

优回报间的平衡，共生、共荣、共存、共乐、共雅。 美国的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中国的清华、北大，几乎所有的名



校都有着令无数莘莘学子骄傲的校园环境，以校园中固有的

山坡、河流、湖泊、凹地、绿地、树林等自然景观作为校园

景观环境格局的构架，是建成优美校园的重要而有效的方法

，尽量利用原有地形和植被，少动土方，也是减少投入，获

取高效益的有力手段，从而营造出一个山青水绿、天蓝云卷

、草木迭翠的生态校园。校园景点宜以植物造景为主，且以

乔、灌、草复层绿化为佳。 （二）延续性原则本文来源:百考

试题网 1、与校园总体规划相吻合景观环境规划应在校园总

体规划指导下进行设计，应是校园总体规划的延伸和拓展，

必须强化校园总规的原则和特色。 2、与校园建筑应有机结

合，融成一体，追求建筑“长”在自然环境中的意境。 （1

）内外空间交流，绿地可局部伸入室内，延伸至室内空间。 

（2）制造一些通透性好的半开敞的“灰空间”，如门厅、门

廊、廊架、亭阁、平台等。 （3）在硬质景观（广场、硬地

、铺装等）中采用与建筑物相同或类似的建筑材料，作为建

筑的延伸处理。 3、原有山林坡地、水面应尽量让其自然融

入校园环境中，使绿色楔入校园环境，自然景观延伸到人工

景观中。 4、与校园的历史文脉相延续，相拓展。 （三）人

本化原则 校园的特点是学生相对单纯一一年龄、文化背景大

致相同；使用规律比较简单一一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

为主；组成的元素较为完整象个小城市，五脏俱全。 校园的

建筑、景观环境都必须以使用者为中心，以他们的行为作为

模数和参照，形成完善、安全、舒适的、供师生学习、交流

、聚散、步行休闲、文化娱乐、夜间照明及生活的系统。 1

、空间分割合理 中心区轮廊明显，方位标志突出，道路直达

便捷，色彩对比强烈，视线走廊通透、聚焦。 户外学习空间



幽雅、安静，用植物围合成半封闭空间，有可停可歇的坐凳

、亭廊、花架等设施，夜晚照明好。 2、尺度舒适、安全、

方便管理 教学楼教室边南北向的植物应以低矮为主，形成宽

敞明亮的采光环境。所有室外家具和设施必须符合大、中、

小学生尺度和行为模式。 主、次干道分明，休闲步

道1.5-2.0M左右即可。水边宜建生态性驳岸，可设缓坡草地深

入水中，水深处的平台、桥梁一定要设防护栏杆（高1.10M）

。如人造水池，水深宜少于0.6M为宜，水中步石为安全起见

，在中、小学不宜设置。喷泉水景不宜多设，过于喧哗，且

难以养护管理，运行成本也高。 3、可识别性强 由于使用者

定期更换（每年都有新生入学），来访者众多，建立识别特

征（易于辨认、找路）、结构特征（方向、主次等）、景观

特征（主楼、雕塑、主广场等）、标识系统（指示路牌、建

筑物标牌、公厕等公共设施标牌）也是必需的。 （四）人文

性原则采集者退散 校园景观环境应能体现各种人文精神，能

最大限度地强化激励学生、教师职工的内在精神特质，潜移

默化，感染人的情绪，提高人的道德品质、艺术修养，完善

人格，保持学校蓬勃向上、清新、净美的气质。一般可运用

以下方法将校园精神渗透到物化的环境之中。 1、环境风格

的建立 充分利用校区内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建筑环境，创建风

格浓郁的环境特色，是建立富有精神内涵的校园环境的重要

方法。 2、历史环境的保护与纪念环境的创造 每个学校都有

自己的历史，将这些历史反映到校园环境中，利用反映校史

的建筑、雕塑、碑刻、纪念林地等能帮助学生更好地领悟校

园精神。在学校扩建和改建中，尤要注意保留具有历史意义

的空间场所和建筑实体，并让新的空间和实体与原有空间和



实体相呼应，可设置一些纪念性环境，如杰出人物、教育家

的雕像、纪念园、纪念林、壁画、纪念亭、展示廊、小品等

来突出文化内涵和传统精神，激励学生。 3、现代精神的融

入采集者退散 在设计中加入能反映现代学校教学宗旨、鼓励

学生向科学高峰勇敢攀登的现代精神，体现学校前进的朝气

是必不可少的，可用一些抽象的、现代感较强、质朴或现代

的材料制作雕塑或标志物。 （五）景观性原则 景观是一种物

质和精神的展示，运用视廊、节点、边界、路径、地标、景

区、开放、半开放、闭合的空间、主要视点等相关设计元素

，运用借景、组景、透景、隔景等设计手法，将天、水、气

、山、地、绿引入校园，形成布局紧凑，张驰有致，富于节

奏感、韵律感，简洁大方而又丰富多变、引人入胜的校园空

间效果。 （六）整体性原则 校园功能各异，景观子系统必须

在上一级系统宏观控制基础上，运用统一的设计语言，统一

的色彩体系，保持自身的完整性与整体性，强调不同层面，

不同区域景观设计的统一性，将各种序列空间合理组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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