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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  总则

3

1.1 编制目的

    规范和引导曲靖中心城区中小学校规划设计及管理，提高中小学校规划设计质量， 制定

本导则。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2022、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年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

GB55022-2021、《曲靖中心城区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曲政发【2021】47号及其他相关国家

及地方规范、规定等。

1.3 适用范围

       适用于曲靖中心城区中小学校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

1.4 编制原则

       合理性：契合幼儿园相关选址及功能使用特点。

       标准性：功能构成标准化，建设节约规范化，具有示范性作用。

       特色性：中小学校建筑应具有吸引力，使学生快速融入新的环境。在规划设计中，要打

破传统规划布局，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生理和心理特点，设计充满活力的空间。

       生态性：节约土地、能源、材料，促进环境保护。

1.5  本导则由曲靖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负责解释与修订。

1.6 本导则自2024年5月11日起执行。

1.7 导则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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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完全小学

       对儿童、少年实施初等教育的场所，共有 6 个年级，属义务教育。

2.2 非完全小学

       对儿童实施初等教育基础教育阶段的场所，设 1 年级~4 年级，属义务教育。

2.3 初级中学

       对青、少年实施初级中等教育的场所，共有 3 个年级，属义务教育

2.4 高级中学

       对青年实施高级中等教育的场所，共有 3 个年级。

2.5 完全中学

       对青、少年实施中等教育的场所，共有 6 个年级，含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教育的学校。其中，  

1 年级~3 年级属义务教育。

2.6 九年制学校

       对儿童、青少年连续实施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的学校，共有 9 个年级，其中完全小学 6 个

年级，初级中学 3 个年级。属义务教育。

2.7 中小学校

       泛指对青、少年实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学校，包括完全小学、非完全小学、初级中学、高

级中学、完全中学、九年制学校等各种学校。

2.8 安全设计

       安全设计应包括教学活动的安全保障、自然与人为灾害侵袭下的防御备灾条件、救援疏散时师

生的避难条件等。

2.9 避难疏散场所

       用作发生意外灾害时受灾人员疏散的场地和建筑。

2.10 风雨操场

       有顶盖的体育场地，包括有顶元围护墙的场地和有顶有围护墙的场馆。

第二章   术语
       2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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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设施
学校规模 生均占地面积

（平方米/生）
生均体育场面积
（平方米/生）

生均绿化面积
（平方米/生） 班级规模

（人/班） 设置要求
班额 基本合格 合格 基本合格 合格 基本合格 合格

农村小学

6 21.6 34 13.22 16.03 1.5 6

45

农村小学
为6班、12
班、18班、

24班

12 16.2 29 8.54 11.92 1.5 6

18 15.2 23 7.95 8.42 1.5 5

24 13.6 20 6.32 6.93 1.5 4

农村中学

12 20.2 30 10.65 11.21 2 6

50

农村初中
为12班、
18班、24

班

18 16.7 29 7.47 12.38 2 5

24 18.3 25 9.28 9.28 2 5

城市小学

12 17.8 29 8.01 11.92 1.5 6

45

城市小学
为12班、
18班、24
班、30班

18 16.3 26.9 7.6 12.71 1.5 5

24 14.2 23.2 5.96 10.41 1.5 4

30 12.7 20.2 4.84 8.7 1.5 4

城市中学

12 17.7 29.8 6.96 11.12 2 6

50

农村初中
为12班、
18班、24

班

18 17 28.5 7.1 12.32 2 5

24 17.9 25.2 8.45 9.28 2 5

30 16.5 25.8 7.43 11.71 2 5

九年一贯
制学校

18 17.3 29.3 7.78 13.44 1.75 5

小学45
中学50

城市初中
为12班、
18班、24
班、30班

27 16.8 23.4 8.17 8.96 1.75 5

36 15.1 23.1 6.72 10.54 1.75 5

45 16.7 25.4 8.43 8.86 1.75 5

1．新建学校原则上应达到本表的合格标准，改建和扩建学校参照基本合格标准执行。

2．生均建筑面积标准不包括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宿舍面积。 

3．学校办学条件受到制约的情况下，需经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用地面积标准可适当降低。

5．因特殊情况确需设置完全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时，应按初中、小学相应指标分别计算。

6．寄宿制初中的寄宿学生人数应根据现状经验值及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确定。一般情况下，寄宿制初中按50%的学生寄

宿。

7.  教职工配置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编办等部门关于制定我省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见的通知》（云

政办发〔2002〕52号）提出的编制标准。

■  学校规模控制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3.1  指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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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环境选择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3.2  选址控制

学校选址应远离设施

学校选址应靠近设施

图3-1  不应选址区域  

图3-2   适合选址区域 

×

√

 不应毗邻医院建设  选之内不应有高压线 

 不应毗邻加油站建设  不应毗邻大型商场  不应设在洪灾、泥石流、山体滑坡区

 宜毗邻城市绿地  宜毗邻体育场馆  宜毗邻城市公园

8

远离

1. 易发生
灾害区域

2. 易发生危险
的建筑 3. 污染源 4. 有危险的

市政设施 5. 人流密集的场所

洪灾、泥石流、山体
滑坡、地震等

变电站、加油站、储
油罐、可燃物品、仓
库、材料堆场等

垃圾站、医院、集中
社会停车楼等

高压线、燃气和输油
管道主干道穿越等

大型公共娱乐场所、集
中商业、商场、农贸市
场、批发市场、对外交
通场站等

×

适宜毗邻

1. 场地条件好 2. 基础配套设施好 3. 环境好 4. 公共服务设施

场地平整开阔、日照
充足、排水通畅等

   通路通水通电，
场地平整

毗邻公园、广场、运动场
地、绿地等 社区服务中心等



■  场地交通条件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3.2  选址控制

√

学校
用地

绿地

绿地

广
场

图3-6    学校宜毗邻城市绿地及城市广场（选址）

学校
用地

加油站

商
场

图3-5     学校应避免贴邻商场设置（选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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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选址控制

√ √

× ×

图 图 图 图

√ √用地规整 用地大致规整× ×避免选取
狭长地形

避免选取异形
及不规则地形

■  场地用地形状选择

图3-8  用地周边示意图

图3-7   用地现状示意图  

       3.2  选址控制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周边道路情况较差 周边道路设施不完善

周边道路设施建设完善 周边道路情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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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选址控制

图3-9   选址示意图

学校
学校

图3-10  选址示意图

学
校 学校

× √

√×

图3-11  选址示意图 

       3.2  选址控制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基地不应紧临城市主干道 基地宜临城市次干道

基地不应 基地周边道路应具有连续性及

基地不应位于低洼地带
基地

× √



■   建筑退让控制

中小学
主要教
学用房

＞
300m

火车

中小学
主要教
学用房

＞
80m

高速公路
地上轨道交通

城市主干路

■  学校周边设施控制

学校周边应设置的标识 学校周边应禁止的危险物

图3-12  教学用房退让道路示意图

图3-13  周边设施示意图

       3.2  选址控制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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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构成  

       3.3  总图控制

1）中小学包括五个区：教学区，辅助教学区，行政区，后勤区和运动区。

2）应集约节约学校用地资源，不宜在校区内设置大尺度的中轴广场，景观大道等缺乏实用功能

的场地。

3）【教学区】应相对集中布置，以利于高效组织学生活动流线；不得邻近城市主干道布置，避

免噪音污染；教学流线与后勤流线宜分开，避免交叉。

4）【辅助教学区】与【运动区】应便捷联系，并与其它区域相对独立，为非教学时间向社会开

放提供条件。

5）【运动区】应临城市主要道路布置，保证沿街的开敞性；应与【教学区】保持足够的距离，

动静分区，避免相互干扰。

教学用房 教学辅助用房 办公用房 生活服务用房 运动场地

普通教室、实验教
室、专业教室、合
班教室等

图书馆、科技馆、
美术馆、音乐厅、
学术报告厅、心理
咨询室、学生活动
室等

行政办公室、
教师办公室、
校史展厅、卫生保
健室等

食堂、公共浴室、
学生宿舍、教师宿
舍、午休室、仓库、
垃圾用房等

室外运动场、风雨
操场、室内体育馆
及其辅助用房

中小学校功能

图3-14  学校功能示意图 

教学区 辅助教学区 行政区 后勤区 运动区

普通教室

实验教室

教师
办公室

专业教室

合班教室

图书馆

社团教室

学术
报告厅

大门

值班室

行政
办公室

总务仓库

食堂

开水房

卫生
保健室

风雨操场

足球场

体育
活动场地

篮球场

排球场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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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构成  

       3.3  总图控制

6）参考案例 (小学) ：

图3-15  曲靖市第二小学西河校区方案示意图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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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功能构成  

       3.3  总图控制

7）参考案例（中学）：

图3-16  经开区胜峰学校方案示意图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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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区

×

学
校

人
行
道

学
校

人
行
道

√

学校出
入口

学
校
出
入
口

■  学校出入口控制

图3-17  出入口缓冲空间示意图 

图3-18  风雨长廊示意图 图3-19  风雨长廊示意图 

       3.3  总图控制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

√√

学校门口无缓冲空间 学校门口需设置接送广场

学校门口应结合风雨廊设置接送广场，
并设计有临时接送机动车位 家长机动车接驳区

风雨廊

16



■  学校出入口控制

教学区设置于城市干道一侧，不利于人流聚散，

易造成交通拥堵

× √

出入口开设数量合理且出入口处有一定的聚散场地

及停车区

出入口类别 机动车出入口 非机动车出入口 行人出入口 消防出入口 后勤出入口

小学 ≤2 ≤2 ≤2 ≤1 ≤1

中学 ≤2 ≤2 ≤2 ≤1 ≤1

图3-20 出入口反面案例示意  图3-21  出入口正面案例示意 

       3.3  总图控制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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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1）学校交通流线组织应明确区分人行和车行流线，车行流线宜区分来访车行流线、临时接送流

线、地下车库流线、后勤流线、消防及应急疏散流线等主要车行流线。 

2）中小学校的校园应设置至少2个出入口，用地条件允许时，可增设一个单独的机动车出入口, 

校区出入口应设置在城市支路上，出入口可与机动车出入口合并设置。各个出入口的布置应避免人、

车流线交叉。主要出入口处，应在校门外设置一定规模的集散场地。 

3）中心城区中小学校建议设置地下车库，流线与学生活动流线分开。地面做到人车分流，保证

学生活动区域的安全。

4）各分区之间建议采用架空连廊连接，方便使用。

 图3-22  交通流线示意图

√ 流线清晰，交通便捷

图例

学生流线

办公流线
污物流线

后勤流线× 流线混乱，交叉过多

图例

学生流线

办公流线
污物流线

后勤流线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3.3  总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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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

1）普通教室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应少于2h。
2）中小学校至少应有1间科学教室或生物实验室的室内能在冬季获得直射阳光。

日照大于2h

地下室

日照小于2h

地下室

√ ×

图3-23  日照分析示意图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3.3  总图控制

 建筑间距适宜，日照充足  
图3-24  马龙区龙翔中学示意图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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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布局控制
1）学校用地临主次干道时，建议运动场临次干道方向布置。

次
干
道

支
路

次
干
道

支
路

教室

教室

教室

教室

教室

教室

√ ×

2）中小学各类教室的外窗与相对的教学用房或室外运动场地边缘的距离不得小于25米。

教室

教室

教室

教室

教室

教室

教室

教室

≤
25m

＞
25m

√ ×

＜10° ＜20°

√ ×

图3-25 运动场布局示意图

图3-26  运动场与教学楼间距示意图 

图3-27  运动场朝向示意图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3.3  总图控制

教室 教室

教学用房与室外运动场地边缘的距离大于25米 教学用房与室外运动场地边缘的距离不足25米

城市次干道一侧设置室外运动场，教学用房设在支路一侧 教学用房不应设置在城市次干道一侧

室外运动场（足球场、篮球场、
跑道等）不应采用东西向布置

室外运动场
北偏西夹角
不得大于10°

室外运动场
北偏东夹角
不得大于20°

3）当场地条件限制，室外运动场地不能完全正南北向布置时，运动场地长轴南偏东夹角宜小于
20°，南偏西夹角宜小于10°，防止眩光。运动场地原则上不应东西向布置，条件受限时需经过相关论
证后方可采用东西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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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小学设计场地具有高差且坡度较大时，应充分利用地形高差形成地下空间，使运动场地、地

下车库与公共空间形成多层次的平台，作为交往空间，扩大学生活动场地。

2）教学楼首层应结合高差设置一定比例的架空空间。

地下车库

室外活
动场地

地下层

地下车库

室外活
动场地休息平台活动平台

■  竖向设计

图3-28  竖向设计示意图  

3）中小学设计场地高差较小时，宜采用平坡式或局部台阶式对地形进行处理。

教
学
楼

教
学
楼

教
学
楼

教
学
楼 其他用房

图3-31  场地高差缓坡示意图   

图3-29    场地高差缓坡案例 图3-30   场地高差缓坡案例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3.3  总图控制

√ √

√

√

场地高差较小时,宜采用缓坡处理方式

场地高差较小时,宜采用缓坡处理方式 场地高差较小时,宜采用缓坡处理方式

场地高差较大时,宜采用生态护坡过渡 场地高差较大时,可采用景观+挡墙的处理方式



■  竖向设计

       3.3  总图控制

4）参考案例：

图3-32 利用场地高差案例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结合地形，利用建筑空间处理场地高差

结合地形，利用建筑空间处理高差，形成趣味活动空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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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物、室外场地、城市道路、公共绿地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

                         

2）建筑物出入口、门厅、走廊、楼梯及电梯等公用空间应形成连续的无障碍步行系统。
3）教学楼、行政办公楼应设置至少1部无障碍电梯，无障碍电梯侯梯厅应靠近建筑主入口处。

■  无障碍通道

1）教学楼、行政办公楼应在每层设置至少一个无障碍厕位。
2）学生宿舍楼在主要入口层设置无障碍宿舍的，应附设无障碍卫生间及淋浴间。

■  无障碍卫生间

图3-35  无障碍卫生间示意图 

图3-34  北大新世纪章丘实验学校无障碍电梯与风雨连廊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3.4  无障碍设计

  图3-33   深圳东部湾区实验学校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

√

√ √

√

无障碍厕位 宿舍无障碍卫生间 学校公共卫生间



4
垂直电梯

无障碍坡道及扶手

无障碍坡
道

门厅防滑垫

楼梯扶手

防撞条、角

电梯盲文
导向

座椅休息设施

■  学校安全防护控制

图3-36  安全防护控制示意图 

1）学校墙面、柱子转角宜安装防撞条等安全防护措施。

2)  教室走廊护栏高度不应低于1.25m，且应考虑低年级学生视线需求。

图3-37  防撞条示意图 

√ ×

第三章   场地及总图引导
       3.5  学校安全防护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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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功能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1  平面

1）中小学建筑由低年级普通教室、高年级普通教室、专用教室、行政办公、图书馆、体育馆、食

堂及报告厅等功能组合而成。

专用
教室

低年级
普通教室

体育馆

高年级
普通教室

食堂及
多功能厅图书馆

行政
办公

图4-1  功能布局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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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建筑功能与层数的关系

1）各类小学的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在四层以上、地下室、半地下室及架空层。

1F
2F
3F
4F
5F
6F

地下室 地下室

1F
2F
3F
4F
5F
6F

25m

1F
2F
3F
4F
5F
6F

地下室 地下室

1F
2F
3F
4F
5F
6F

25m

半地下室或架空层

5m 4m

消防车道图4-3 主要教学用房布局与楼层关系示意图   

图4-2  主要教学用房布局与楼层关系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1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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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建筑功能与层数的关系
1）各类中学的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在五层以上、地下室、半地下室及架空层。

1F
2F
3F
4F
5F
6F

地下室 地下室
1F
2F
3F
4F
5F
6F

25m

1F
2F
3F
4F
5F
6F

地下室 地下室

1F
2F
3F
4F
5F
6F

25m

半地下室或架空层

5m 4m

消防车道图4-5   主要教学用房布局与楼层关系示意图

图4-4   主要教学用房布局与楼层关系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1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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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教室平面布局方式

1）教学区普通教室布局宜采用南向布置方式。

   图4-6    教室布局方式示意图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北外廊

疏散
楼梯

疏散
楼梯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

××

√ √ √ √

2）学校用地条件受限时，教学区普通教室可采用东西向布置方式，但普通教室外窗的朝向

应为东向。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北外廊

疏散
楼梯

疏散
楼梯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

××

√ √ √ √
 图4-7  教室布局方式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1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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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教室平面布局方式
3）普通教室的外窗相对教学用房或室外运动场地边缘间的距离不应小于25m。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走廊

疏散
楼梯

疏散
楼梯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普通教
室

走廊

疏散
楼梯

疏散
楼梯

≥
25
米

≥
25
米

    图4-8  教室与教室、室外运动场关系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1  平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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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弹性平面设计

1）教室宜设有班级阳台,每个班级的学生都可以营造专属小花园。

2）中小学校园走廊宜设计复合功能如：书架，涂鸦墙、展示墙，休息座椅、绿植等。

    图4-9  教室布置示意图 

涂鸦墙、展示墙

绿植区域

休息座椅储藏柜书架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1  平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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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弹性平面设计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1  平面

   图 4-10   教室布置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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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空间的布局

普通教室
班级1

普通教
室班级2

普通教
室班级3

普通教
室班级4

疏散走廊

疏散
楼梯

疏散
楼梯

公共活动空间:≥100㎡

1）拓展走廊空间兼做学生公共活动交往空间。
（疏散功能的走廊不计入公共活动交往空间面积）

    图4-11  教室布置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1  平面

√

33

    图4-12  教室布置示意图  

2）有条件的学校可在教室两侧结合走廊空间设置学生公共活动交往空间。
（疏散功能的走廊不计入公共活动交往空间面积）

教师
办公
室

普通教室
班级1

普通教
室班级2

普通教
室班级3

普通教
室班级4

普通教
室班级5

疏散走廊

疏散
楼梯

疏散
楼梯

公共活动空间:≥100㎡

√

教师
办公
室

公共活动空间

普通教
室班级5



■  卫生间布置位置

1）卫生间宜男女分开设置，宜布置在楼层平面端头位置，教室与卫生间之间宜采用楼梯或者公共

空间隔开，防止气味影响。

2）宜结合卫生间设置保洁间，保证每班均有储存清洁用具空间。

3）教学楼每3-5间教室应配置一间教师办公室和一处卫生间，便于管理与使用；直饮水

宜与卫生间有一定的卫生距离。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走廊

疏散
楼梯

卫生间

疏散
楼梯公共空间 普通教室

直饮
水空
间

教师
办公室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走廊

疏散
楼梯

男卫生间 女卫生间

疏散
楼梯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普通教室

走廊

疏散
楼梯

疏散
楼梯男卫生间 女卫生间

    图4-13  教室布置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1  平面

√

    图4-14  教室布置示意图 

√

√

    图4-15   教室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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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风格

    4.2  造型、立面风格

1）建筑风格应与周边环境（包括历史文化风貌协调区、文物宝保护单位）相协调。

2）建筑风格鼓励以现代风格为主，历史文化风貌协调区建筑以新地域风格为主。

3）中小学建筑风格和幼儿园建筑风格宜有适当的区别。

避免采用异域风格

现代风格

    图4-16  某小学外观实景图

    图4-17  某中学外观实景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

×



■  现代风格

优秀方案：

    图4-18  曲靖经开区胜峰学校方案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2  造型、立面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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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风格

优秀案例：

    图4-19  曲靖市第一中学胜峰校区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2  造型、立面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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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风格

优秀案例：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2  造型、立面风格

38

    图4-20  曲靖市第一中学胜峰校区



■  现代风格

优秀案例：

    图4-21  杭州古墩路小学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2  造型、立面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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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地域主义风格
1）建筑风格应该与周边环境（包括历史文化风貌协调区、文物宝保护单位）相协调。

2）建筑风格鼓励以现代风格为主，历史文化风貌协调区建筑以新地域风格为主。

3）中小学建筑风格不宜采用异域建筑风格。

新地域主义风格√

    图4-23   某学校实景

    图4-22  某学校大门实景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2  造型、立面风格

× 异域、非本土风格



■  新地域主义风格

相关案例：

√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2  造型、立面风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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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4 浙江北外附属杭州橄榄树学校  



■  建筑风格正负面案例清单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2

负面案例 正面案例

建筑形式单一，“千校一面” 整体简洁流畅

非本土元素较多 以低饱和度色系为主

类办公建筑，学校特征不明显 以低饱和度色系为主

    4.2  造型、立面风格

×

×

×

√

√

√



■  以学生的视角设计立面

    建筑造型、立面风格设计宜从中小学学生视角出发，使建筑立面更符合中小学学生心理特征。

  图 4-26  学校开窗示意图

    图4-25  校园实景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2  造型、立面风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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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窗设计

1）门窗选择可根据曲靖当地气候情况选用不同的窗型，满足采光、通风、隔声要求，不宜使

用有色玻璃。二层及二层以上临空外窗的开启扇不得外开。内平开窗开启扇的下缘低于2.0m时，

开启后需平贴在固定或平贴在墙上。

2）除音乐教室外，各类教室的门均宜设置上亮窗，除心理咨询室外，教学用房的门扇均宜附

设观察窗。（门的色彩不做限定，但应和学校色彩相协调）

有色玻璃 LOW-E玻璃

    图4-27  门窗做法示意图

    图4-28  玻璃选取示意图

内平开窗，可开启180°后平贴在墙上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2  造型、立面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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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型屋顶

       4.3  屋顶

1）高密度学校田径场宜将田径区放于屋顶或架空层上。

    图4-29  运动型屋顶示意图 

   图 4-30   运动型屋顶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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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型屋顶

1）为增加学生的趣味空间，可以充分利用建筑的第五立面——屋顶的设计适当引入趣味空间。

2）在特殊地域如群山脚下或历史风貌协调区，宜结合屋顶造型设计。

造型屋顶

趣味空间型屋顶

    图4-31  趣味造型屋顶    图 4-32  趣味造型屋顶

    图4-33  趣味造型屋顶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3  屋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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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屋顶

1）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宜充分利用建筑的屋顶，设计成农场型屋顶。

2）在绿地率缺乏的校区，可采用屋顶绿化。

农场型屋顶

屋顶绿化

    图4-35  农场型屋顶

    图4-34  农场型屋顶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3  屋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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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组合

校园色彩也应有统一的基调，一般情况下采用主基色+辅助色+点缀色的组合方式。

1）主色调：宜采用白色、浅灰色等无明显色彩倾向的颜色。

2）辅色调：用于调和主基色的单调性，一般选用有别于主基色的无性格颜色。

3）点缀色调：用于突出建筑语言的个性，强调空间的特性，可使用饱和度较高、与主基色

对比度较强的色系，如藤黄、米黄、绿色、钻蓝等，起到明确指示作用。

主色调

辅色调

点缀色调

   图 4-36   建筑外立面色彩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4  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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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彩组合

1）在校园的空间中，不宜使用高饱和度的色彩作为主基色、辅助色；不宜使用原色。

2）不宜大量集中使用低饱和度、低明度的颜色。

3）不宜在墙上和地面上使用复杂的图案。

4）整体色系选择不应过多、过于复杂，使用多种颜色时应协调统一。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4  色彩

图4-37  高明度色彩示意图

    图4-38 色彩示意图   

√

×

49

中性色色彩模板示意

浅色系色彩模板示意



■   建筑色彩正负面案例清单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4  色彩

50

负面案例 正面案例

色彩饱和度高，色调与建筑特征不协调 主色辅色鲜明，整体简洁明快

色彩过多，大面积高饱和度色彩，缺少主次 以低饱和度色系为主

主色调采用中灰色，整体较为沉闷 以低饱和度色系为主

×

×

√

√

×

√



■  室内色彩

   图 4-39    室内用色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4  色彩

室内色调整体应柔和、静谧，运动交往空间可根据使用功能充分利用点缀色。

51



■  运动空间

       4.5  特色空间

教学楼首层宜设置一定比例的架空空间。为师生提供公共交往空间，形成通风廊道，与风雨连

廊共同营造风雨无阻的教学环境。

    图4-40   运动空间示意图

    图4-41   运动空间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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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空间

1）学校庭院空间在设计上宜结合学生的活动需求，设计适合学生活动的趣味性活动空间。

2）可利用隔震层做为活动空间。

    图4-42   活动空间示意图

   图 4-43   活动空间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5  特色空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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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味空间

      学校校园空间设计宜从景观角度进行建筑设计，使学生有更多的趣味性活动空间，丰富学生的课

余生活。

    图4-44  趣味性活动空间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5  特色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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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窗空间

建筑中的采光井宜结合学生的活动需求设计成特色空间。

    图4-45  天窗空间示意图

    图4-46  天窗空间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5  特色空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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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空间

教学楼中的交通空间宜结合学生的活动需求设计成特色空间。

   图 4-47  交通空间示意图

    图4-48  交通空间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5  特色空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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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园大门应当简约实用、材料新颖环保，建筑立面效果简洁明快、朴素大方、雅致、和谐。

2）校园大门应包含值班室、传达室及家长接待室，并结合相应的学校标识标牌一体化设计，

能够体现校园历史文化，应与校园整体风貌协调统一。

门头过于繁重

大门造型与校园风貌协调统一

■  校园大门风格

       4.6  大门、围墙

大门形体过于敦实

现代风格大门

    图4-49  学校大门实景 图4-50  学校大门实景

    图4-51  学校大门实景    图 4-52   学校大门实景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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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围墙设计宜进行景观处理，且契合整体建筑风格。

■  校园围墙

    图4-53   学校围墙实景

2）围墙设计宜结合学校文化理念进行设计。

    图4-54   学校围墙示意图

第四章   建筑设计引导
       4.6  大门、围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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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识导览系统颜色控制
既要醒目引起注意，又要与周围环境、建筑特色协调一致。忌突兀、色彩饱和度过高与周围不协调。

■  标识导览系统造型样式
注重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外观美观大方，展示学校精神风貌，设计风格突出现代性、简洁性、

文化性、 艺术性和功用性，与环境协调相容，呈现出良好的视觉效果。

■   标识导览系统准确性
标识无论是寓意还是象征，含义必须准确，符合人们认识心理。避免意料之外的多解或误解。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类别 负面案例 正面案例

颜色

颜色饱和度过高，与环境不协调 与环境融合柔和舒适

造型

与校园整体气质不符、幼龄或陈暮 能展示当代人文风貌、整洁

准确

解读时间过长，指示性差 艺术凝练、精简、准确

×

×

×

√

√

√

图5-1  标识导览系统做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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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标识导览系统控制



■  标识导览系统材料选用
1）选择材料应遵循环保、节能、视觉美、易维护、价格合理、经久耐用的原则。

2）按照不同功能区设计导视系统，设计样式既要有区分，又有彼此之间的联系，建立整个校园系统

之间的有机结合，避免各区域单独设计、采购。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图5-2  标识导览系统做法示意图

图5-3  标识导览图标示意图

   5.1  标识导览系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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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照明及色彩控制

中学校园景观照明设计首要满足夜间师生通行安全照度需求，灯光宜采用暖白光且照度适宜，

保证夜间主要通道舒适明亮，避免昏暗或刺眼不适。非必要到达区域应充分考虑照明系统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防止光环境污染，尽可能做到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设计原则。

照明明亮柔和禁止使用照度过强及彩色照明 × √

■  灯具选型控制
1）校园灯具选择应结合景观设计，与建筑风格相协调。灯具选型倡导环保、简约，符合学校建

筑特性。

2）教室内灯具应采用护眼灯。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图5-5    灯具、灯光照明示意图

图5-4  灯光照明示意图

    5.2   灯光照明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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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地点式照灯             照树灯                        LED示廓灯带                 墙灯 

应用：节点或广场      应用：点景大树           应用：台阶、座椅下方   应用：台阶侧墙

间距：按图纸             间距：按图纸              间距：按图纸                 间距：按图纸

球场高杆灯              主通道高杆灯                庭院中杆灯                    矮柱灯  

应用：球场              应用：主干道、车道      应用：主园路                应用：次级小路

间距：按面积          间距：15-20m              间距：10-15m              间距：5-8m

■  校园灯具类型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5.2  灯光照明控制

√

√

图5-6  (网络)

图5-7  灯具示意图



校园绿化美化发挥：生态环保、休闲游憩、景观营造、文化传承、科普教育、防灾避险等多

种功能。

建设要求：

1）统筹生态、人文、安全、科普等要素，满足不同学龄学生需求。

2）优化提升现有植被景观基础，突出特色，打造师生喜爱的景观，既满足环境育人功能，

又满足生态功能，助力提升校园品质。

3）中小学应注重营造健康、安全、整洁、宜人的绿美环境。

4）倡导充分挖掘立体空间资源，营造多层次、多物种的校园绿色体系。鼓励开展垂直绿化、

屋顶绿化，最大限度提升校园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

5）选择适应当地生长环境且无刺、无毒、无异味、少飞花飞絮的乡土植物，以特色观赏植

物为主，同时兼顾保健植物、鸟嗜植物、香源植物、固氮植物等。

6）完善校园自然标识系统，满足科普教育功能。

■  绿美校园

    5.3  配套景观控制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图5-8  绿美校园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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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地功能引导

台阶形成公共交流空间 建筑中庭学习空间

√ √

架空层景观利用 走廊立体跑道复合利用

√√

√
屋顶景观利用

√
露台景观利用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5.3  配套景观控制

图5-9  室外场地、空间功能示意图

图5-10  室外场地、空间功能示意图

图5-11  室外场地、空间功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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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1）曲靖市冬季夜间温度较低，植物选取应考虑耐寒性植物，具体选种应根据当地寒热、雨旱、

土质等情况做合理调整。

2）优选乡土观赏植物，局部配置市花、市树，彰显地方景观特色和生物多样性。

优选乡土植物种类：

√ √ √
深山含笑马缨花马褂木滇润楠

√

× × ×
小叶榕 刺桐 黄花风铃木

×
美人蕉

■  植物选取遵循条例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5.3  配套景观控制

图5-12  植物示意图

图5-13  乡土植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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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避免种植吸引蚊虫的植物，宜适当在室外密集活动区配置驱蚊虫特色的植物群落。
具有驱蚊效果的植物有：香樟、清香木、薰衣草、迷迭香、薄荷、百里香、黄金香柳、红千层等。

迷迭香薰衣草清香木香樟

图

√

紫叶李葡萄桑树桃树

图

×

■  植物选取遵循条例

5）不宜种植造成学生活动安全隐患的植物：

▀ 不宜种植分枝点较低的乔木，避免学生攀爬跌落。

▀ 步行路路缘尽量不使用匍匐枝条型植物如蔓长春花、长春藤等，避免行走过程中绊跤。

▀ 不宜种植植株本身或果实带刺的植物，避免勾刺中小学生的皮肤或衣物，产生触碰伤害。

▀ 如：板栗、刺柏、苏铁、枣树、火棘、玫瑰、蔷薇、小檗科、阔叶十大功劳、仙人掌、龙舌

兰、丝兰、马缨丹、刺葵、鼠李科等。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5.3  配套景观控制

图5-15  植物示意图

图5-14  植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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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宜种植有分泌物或果实落地而污地面的植物，亦指可食用性果木，防止农药中毒及攀爬 
采摘跌落。如桃树、桑树、葡萄、梨树、李树等。



图

×

阔叶十大功劳蔷薇丝兰板栗

分支点较低的乔木 匍匐枝条型植物 带刺植物× × ×

■  植物选取遵循条例

4）禁止种植花、叶、果、汁有毒的植物，避免学生误食中毒。

如：黄花杜鹃、大白花杜鹃、大戟科、漆树、夹竹桃类、红豆杉、相思豆、水仙、曼

陀罗、长春花、马利筋、海芋、龟背竹、黛粉叶万年青、春羽、南天竹等。

图

×

海芋长春花夹竹桃圣诞花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5.3  配套景观控制

图

图5-16  植物示意图

图5-17  植物示意图

图5-18  植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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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粉过敏 飞絮植物

■  植物选取遵循条例
        5）禁止种植易引起学生过敏的、有刺激性及异味的植物。
■  产 生飞絮型植物如：柳树、杨树（雌株）等。
■  带刺激性气味如：香椿、郁金香、夜来香等。

6）减少种植易生病虫害的植物，减少喷施农药对中小学生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如月
季、玫瑰、桑树、李子、国槐、杨树等；喷施时间应在假期，扑治或预防，避免学生在
校进行喷施。

7）绿化灌溉应采用节水灌溉系统，宜搭配选用管理粗放，耐旱类无需永久灌溉植物：

如宿根天人菊、薰衣草、红花酢浆草、韭兰、常夏石竹等。

图

毛虫蚧壳虫红蜘蛛蚜虫

图

常夏石竹韭兰薰衣草红花酢浆草

√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

    5.3  配套景观控制

图

图5-19   植物示意图

图5-20  植物示意图

图5-21  植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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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荫道
1）林荫道应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元素，注重安全性、可持续性。避免采用“大广场、宽马路”

的做法。
2）结合景观设计，营造“最美上学路”，突显校园特色。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5.4  校园特色元素

图5-24  结合景观打造，体现以人为本

图5-22  避免采用“大广场、宽马路”的做法

× ×

√ √

√ √
图5-23  以人为本，营造“最美上学路”



■  升旗台

校园特色元素主要有：升旗台、钟楼、红色文化宣传栏、楼梯及走廊文化、林荫道。

1）升旗台：基座应简洁、安全、稳固。旗杆宜采用不锈钢材质。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5.4  校园特色元素

图5-26   钟楼实景  

■   钟楼

1）钟楼设计应与校园风貌协调统一。

2）风格采用现代简约风格，避免采用异域风格。

√×

√

基座避免采用汉白玉进行围挡
图5-25  升旗台实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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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宣传栏

1）位置选择适宜，不得影响安全疏散。

2）避免选择坚硬、尖锐材质，确保使用的安全性。

3）传播内容适合中小学生心理。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5.4  校园特色元素

图5-28  楼梯、走廊文化特色空间示意图

■  楼梯、走廊文化

1）楼梯、走廊装饰元素不得影响安全疏散。

2）结合教学内容，体现活泼、有趣、益学的特色空间。

图5-27  文化宣传栏做法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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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建筑性能

■  挡雨

1）南向窗户宜采用水平外遮阳，东西向外窗宜采用活动外遮阳，可考虑结合深檐口或内凹式条
形长窗等形式，形成完整、简洁的建筑外立面。

2）宜通过屋顶绿化加强建筑隔热、节能效果。绿化设计可选用高大常绿本土乔木为停车场、人
行道和广场等提供遮阳。

1）敞开式、无墙体围护的楼梯需要考虑防雨、防滑措施。除了选择满足防滑要求的地面面层外，
应尽快有组织地引导排水，可在平台处设置排水地漏。

2）风雨连廊宜贯通学校内各主要建筑物，并结合建筑架空空间整体设计。

■  遮阳隔热

垂
直
遮
阳

综
合
遮
阳

水
平
遮
阳

屋顶绿化加强建筑隔热、节能效果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

√√

图5-29  遮阳措施示意图 图5-30  屋顶绿化做法示意图

图5-31  风雨连廊做法示意图 图5-32  风雨连廊做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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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灾减灾

       5.6  防灾与应急

建筑半室外空间（阳台、外廊、开放楼梯等）楼地面应采用防滑构造做法，宜考虑结构降板，在

外侧布置排水沟或地漏，组织好地面排水找坡；同时，宜通过加深飄檐或增加檐口挡板减少飘雨。

说明：因夏季多雨，雨水容易飘进阳台或外廊，形成积水，地面变滑，甚至可能倒灌进室内，

应在阳台或外廊的外侧设置有盖板的排水沟或地漏，组织好地面坡度，使雨水尽快排走，并

形成室内外高差，防止积水倒灌。加深飄檐或在檐口下增加挡板还能起到遮阳的作用。

√

×

外廊没有设置檐口，地面排水不当

外廊顶部增加了檐口减少了飘雨同时靠外
廊一侧地面设置了排水系统

外楼梯增加了顶盖减少了飘雨

外楼梯没有顶盖，地面排水不当

√

×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图5-33  防灾减灾相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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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疏散
1）学校内部须设置统一安全警示标识系统和导向标识系统。
2）学生集中使用的楼梯踏步上应标注左右分流的标线。

√ ×

       3）疏散走道应当安装应急照明及应急指引标识；沿疏散通道两侧、楼梯扶手、步级、楼梯平
台可铺设地面引导光带，采用自发光材料或LED应急灯，在昏暗或烟雾中引导疏散路径，并标定疏
散路径沿线的障碍物。

第五章   其他特色引导
       5.6  防灾与应急

√

图5-34  应急疏散标识示意图

图5-35  应急疏散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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