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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小学校园设计研究

●李欣倍

　　

[摘要]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人们对环保的高度关注.在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中小学校

园作为他们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其设计理念不仅有助于提升学校的教学品质和声誉,更重要的是有利于

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因此,在中小学校园设计中融入绿色发展理念已迫在眉睫.绿色发展理

念的核心在于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环保策略和方法来保障学校与环境的健康发展,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

的成长环境.学生身处一个绿色的校园内不仅身心是愉悦的,而且也能激发他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基于此,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小学校园设计,以期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有益

的参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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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绿色建筑已成为建筑

领域中的一个新兴概念。 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设

计、施工、使用、维护等各个方面，以环保为核心理念，实

现对环境的最小化影响和最大化效益，提高建筑的生态适应

性和可持续性。 因此，在中小学校园设计中应用绿色建筑

理念是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小学校园设计特点

(一)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中小学校园绿色建筑设计的主要特点在于与环境的和谐

共生，实现生态的均衡发展。 设计师要最大程度地引入自

然资源，如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循环、可再生的能

源，一方面可以节约资源，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另一

方面还能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绿色环保目标。 例

如，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可以为校园提供充足的电力

供应，显著减少电能消耗，实现能源的低碳利用。 同时，

通过生态池、植物园的修建，能够增强校园的生态效应。

另外，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要把环保充分纳入考虑范围，积

极探索保护措施，确保不破坏自然生态。

(二)强调室内外环境的一致性

中小学校园绿色建筑设计还需要确保室内外环境的一致

性。 设计时要做到室内外环境的和谐搭配，避免出现格格

不入的情况，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健康舒服的学习氛围。

在校园的规划与建设中，要充分借助采光、通风、保温等措

施，提升空气的质量，保证温湿度与人体相契合，促使学生

能够在高质量的环境中学习。 同时，引入自然元素对环境

进行点缀也是一种不错的设计手法，如绿植、水流等，从而

让学生获得更加积极的学习体验。

中小学校园设计中融入绿色发展理念的意义

(一)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在绿色环境中，学生能够更加专注、深入地投入学习，

有效激发他们的创造潜能，从而显著提升学习效果。 而且

绿色环境有助于学生放松心情，集中注意力，避免外界干

扰。 同时，科学的采光与通风，不仅促进了空气流通，而

且能够巧妙地将自然光引入室内，帮助学生达到最佳的学习

状态。 此外，绿植的点缀有益于缓解学生的紧张与焦虑，

增强他们对学习的渴望和信心。

(二)促进学生身体健康

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导致青少年发病率居高不下，尤其

在冬季更为严重。 而绿色环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健康的有

氧环境，让他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免受污染物侵害，

有效消除了发病的潜在风险，进而增强了身体的抵抗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能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学习。 因此，

科学有效的室内外环境设计，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

中小学校园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一)环境污染与健康问题

部分校园设计存在污染源，包括建筑材料中释放的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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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室内装修所产生的化学物质，以及污水处理等环节带

来的污染。 这些污染源对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构成了潜在

威胁，尤其是长期暴露在这些污染环境下极易引发呼吸道疾

病、过敏反应等健康问题。 在城市环境中，学校往往受到

汽车尾气、工业排放等影响，空气质量难以保证。 缺乏足

够的绿色植被覆盖和空气净化设施，无法有效净化空气中的

有害物质，使学生和教职工在学校内部同样难以避免空气污

染带来的健康隐患。

(二)能源与资源浪费问题

能源利用方面存在不高效的情况，部分中小学校园在设

计和使用过程中未充分考虑节能措施，导致电力、燃气等能

源的浪费现象较为普遍。 窗户密封不良、暖通设备老化、

灯光照明过度使用等都会导致能源的不必要消耗，加剧了能

源浪费问题。 在校园日常运行和管理中，存在着资源使用

效率低下、废弃物处理不当等情况，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教室内过度使用纸张、食堂食材浪费、校园设施维护管理不

善等都会导致资源管理不当，进而增加环境压力和资源

消耗。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小学校园设计策略

(一)采用节能设计降低能源消耗

节能设计中最重要的就是引入高效节能的建筑材料，如

新型保温材料、真空玻璃，这些材料能达到较好的隔热效

果，有效地防止热量散失，从而降低不必要的能量损耗。

此外，有针对性的节能设备也是节能设计关键，例如节能灯

以及高效暖通空调系统的使用，能够最大化地使用能源，充

分发挥能源的作用。 在采光设计中，科学地利用自然光并

融入智能调光体系，能达到很好地节约电能的作用。 在通

风设计中，选择朝南的窗户布局更有利于自然气流的进入，

从而提升空气交换的效率，这样就可以减少空调工作的时

间，避免了不必要的能源浪费。 借助于对高效能源材料的

引入使用和科学建筑设计的有效配合，中小学校园在节能方

面有着显著的优势，不仅减少了资金投入，而且也让师生享

受到一个绿色健康的学习空间。

(二)采用合理的雨水收集系统

为了节约水资源，采用雨水收集系统是一种重要方法，

其中主要用到了雨水收集设备，如雨水桶和蓄水池等，这些

设备能够起到收集雨水的作用。 在干旱时期，储存的雨水

还能够用来给植物浇水、打扫卫生等，从而减少自来水的消

耗，有效减轻供水负担。 另外，节水装置的使用也能够充

分起到节约水资源的作用，例如节水淋浴头、厕所冲洗系统

等有着显著的节水效果。 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管道与设

备的维修和保养，确保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察觉到漏水现象，

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进行解决，同样也能够达到节水的目

的。 总的来讲，科学有效的雨水收集系统及节水装置的引

入，有效提升了中小学校园对水资源的利用率，减少了资金

投入，增强了学生的环保责任感，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节

约用水习惯。

(三)建立废物分类和处理系统

废物分类系统的设置能够起到精准分类并回收各类垃圾

的作用。 有些物质尚具实用价值，值得回收再利用；有些

则含有有害物质，需采取特定方式处理；而部分垃圾则需掩

埋，以减轻对环境的污染。 因此，应加大宣传力度，普及

相关知识，鼓励大家共同参与，从自身做起，养成废物回收

与再利用的良好习惯，进而深化环保意识，提高废物利用

率。 例如，学校可提倡师生多用瓷质或铁制餐具，减少塑

料袋和包装袋的使用，避免造成白色污染。 尽可能采用可

降解、可再生的材料，减少废物产生，简化处理流程，实现

节能目标，推动循环经济的形成。 科学的废物处理系统，

能够最大化将废物消除，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同时也有利于

强化学生的环保责任感，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这样的系统能够为学生创造出一个绿色健康的校园环境，让

学生能够积极地投入学习，健康茁壮的成长。

(四)引入智能化能源与环境管理系统

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可以通过安装传感器、智能仪表等

设备，实现对学校建筑能耗的实时监测，实时采集用电量、

水量、气体排放等数据，形成全面的能源使用情况报告。

通过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这些数据可以被及时分析并转化

为信息报告，为学校管理者提供实时、准确的能源使用情

况，为制定节能减排措施提供有力支持。 通过设备采集室

内外空气质量、温湿度等数据，管理者可以及时了解校园内

的环境情况，从而调整通风换气、空调温度和湿度控制等，

保障师生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智能化管理系统还具有

远程监控和控制功能，管理者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设

备，随时随地监测学校能源和环境情况，并进行远程调控，

实现了管理的便捷化和智能化。

(五)循环经济和可持续材料的应用

通过充分考虑材料的选择和利用方式，学校可以更好地

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降低对自然资

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影响。 在学校建筑项目中选择使用可再

生材料或者回收材料，利用再生木材、再生金属等来建设校

园建筑，不仅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而且有助于

降低环境压力。 鼓励校内的废弃物回收利用，对旧桌椅、

旧教具等进行重新加工利用，将其转化为新的实用家具或者

教具，实现废物资源化再利用，延长物资的生命周期。 推

行节能环保的建筑设计理念，利用自然光、自然通风等方式

减少对能源的需求，使用节能型设备和设施，以减少能源的

浪费与消耗，降低校园环境负荷。 在校园景观设计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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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本土植被，栽种乡土树种和耐旱植物，降低花园的维护

成本，并增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增加绿色植物的负氧

离子含量，改善空气品质，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六)增加绿色植被覆盖

众所周知，绿色植物具有光合作用，不仅能消耗空气中

的二氧化碳，而且能将其转化为氧气释放到空气中，从而达

到一定的空气净化作用，使空气变得清新，让学生呼吸到新

鲜的空气。 因此，在校园中引入绿植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

促进了中小学校园绿色发展理念的实现，而且绿植的存在能

够为学生提供避暑的绿荫，尤其是草坪能够显著降低地表温

度，为师生提供一片清凉的休憩之地。 同时，有了绿色的

点缀，校园的环境会更优雅、更美丽，而且会呈现出一片生

机勃勃的景象，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内在活力，促使他们积

极向上，为他们创造出了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空间。 另

外，绿色植被是生态平衡的基础，是生态保持稳定的重要力

量。 绿色植被的存在为校园内的各种生物提供了栖息之

地，使环境达到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平衡状态，促进了校园与

环境的和谐发展。 所以，对于中小学校园设计来说，绿色

植被的科学统筹设计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使校园更

具有魅力，吸引更多学生愿意在此学习，更有助于实现教育

与环境的和谐共赢，为学生的未来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七)使用环保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在校园规划中，应充分考虑并设置合理的步行道和自行

车道等交通设施，旨在鼓励师生采用绿色出行方式。 一方

面有助于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另一

方面能有效减少校园内的汽车数量，缓解交通拥堵现象，进

而提升空气质量，为学生提供一个干净、整洁的美丽校园。

因此，在中小学校园设计中，应增加人行道的数量，同时确

保自行车道宽度适中，使骑车人能够安全、快速地通过。

同时，还应加强自行车管理和公共交通站点的建设。 通过

设置合理的自行车停放区域，减少自行车停放的困扰。 而

公共交通站点的便捷设置，则方便师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

出校园，进一步促进绿色出行方式的普及。 健康绿色的交

通方式不仅有助于提升校园的整体秩序性，也符合追求可持

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

(八)加强模块化与适应性设计

通过模块化的设计，建筑空间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模式

和活动需求进行灵活调整、组合和扩展。 通过可移动的隔

断和隔离墙体，将大教室分隔成小教室，或者将多个小教室

合并成大教室，从而适应不同规模的教学活动和人数需求。

模块化设计还有助于提供更灵活的学习空间，支持个性化的

教学和学习方式，满足不同年龄段和学科的需求。 适应性

设计要求建筑具有一定的可变性，能够随着时间和需求的变

化进行改造和升级。 学校建筑的使用寿命较长，因此，需

要考虑未来的教育发展和技术更新对建筑的影响。 建筑应

具备一定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方便适时进行改造和升级，

以满足新的教育需求和发展趋势。 教室、实验室等功能区

域的布局应当考虑后期可能的扩建或改造，使得建筑在未来

的教育发展中仍然具备适应性和使用价值。 采用可拆卸、

可回收的建筑材料，以及智能化、绿色环保的建筑技术，有

助于建筑在长期使用中更好地适应教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

化，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影响。

(九)加强建筑生命周期管理

在中小学校园的建筑设计和运营中，建筑生命周期管理

至关重要，可以确保学校建筑在整个使用周期内都能够满足

教育需求，保持良好的状态，并尽可能地降低对环境和资源

的影响。 在建筑规划和设计阶段，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

材料选择和设备布局等手段，降低建筑的维护和维修成本，

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在建筑的使用和运营阶段，充分利

用智能化技术监测建筑能耗、环境质量等数据，通过数据分

析找出节能降耗的潜力，优化建筑运行方式。 建筑的定期

检查、维护和保养也是保证建筑保持良好状态的重要措施，

这需要有明确的运营管理计划和专业的运营团队来执行。

建筑的更新改造和维护是建筑生命周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教育需求的变化，建筑可能需要进行

改造、扩建或翻新。 建筑管理者需要评估建筑的功能、性

能和安全等方面的变化，制定相应的改造计划，以确保建筑

能够适应未来的教育需求和发展趋势。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小学校园绿色建筑设计在中小学的未来发

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设计中，不仅要考虑与环境

的和谐共生，同时，还要最大程度地采用节能设计，多引入

可循环、可再生的绿色能源，从而促进校园健康长久的发

展。 近年来，环保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加上绿色

建筑技术的逐渐更新和优化，中小学校园绿色建筑设计展现

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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