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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努力，
为下一代建一所好学校！

王小工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BIAD）六所主任建筑师

当今的中国处在经济急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转型期，人们在对传统教育体制和模式回眸自审的

同时，也对我们教育建设的未来进行着许多新的思考和探讨。正如陶西平先生所说：这是时代对教育

的考验！

新北川中学的灾后重建不仅是地震中遭受毁灭性重创的北川中学的重生，同时根据当地灾后教

育资源的重建和整合规划要求，新建的北川中学要能够满足未来5 200名学生规模的全日制完全寄宿

中学。2009年3月，中国侨联邀请BIAD参与新北川中学的规划设计工作，并汇同之前国内外三家设

计单位所做的大量前期工作，分别对新的北川中学提出了不同的规划思路。2009年4月，确定BIAD

方案为实施方案，7月19日1号学生宿舍楼基础打下第一根桩，至2010年9月1日新北川中学开学启用

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在BIAD多部门的支持配合下，新北川中学设计团队的工作几乎是和现场施工的

进展要求同步配合展开的，我们至今还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当时站在一片废墟的“旧北川中学”前

的那份震颤，也深感建筑师在灾后重建中的责任重大。

在新北川中学的规划设计中我们融入了以下理念。

1  尊重和呼应北川新城的城市总体规划

方案创作过程中，设计团队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朱子瑜先生（北川新城城市规划的总

负责人）对北川新城的总体规划构想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力争从基地所处的城市大环境入手，使北川

中学的校园总体规划布局和单体设计能够尊重和呼应北川新城的城市总体规划。

“重生”—汶川震后重建学术交流会  大会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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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园规划设计与教学管理模式及学生学习生活模式相契合

对于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完全寄宿中学，校园的日常管理和运行机制有其自身的特点：既不同于走

读式的全日制中学，又不同于同等规模的大专与大学的管理教学模式。结合以往的设计经验，我们汇同

北川中学的刘亚春校长分析了北川中学师生日常的作息模式和各个主要时间节点校园中师生们典型的生

活与学习行为模式，研究了与此相适应的空间模式和人车动线需求，最终将着眼点放在与学校的教学管

理模式、学生的学习生活模式的相互契合上。

为了实现北川中学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考虑了新北川中学在震后重生和发展过程中依据循序渐进的

使用需求和灵活性的要求，融入了学校资源与社会（社区）共享的理念，并在设计中合理运用了一些绿

色生态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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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空间的细节设计

一个好的校园设计不仅要有合理的整体规划，还要在功能空间细节上经得住考验。细节的处理往往

与师生的日常使用关系紧密，也与学校运营中如何贯彻学校的教育理念管理息息相关。寄宿学校是学习

与生活场景并重的天地。宿舍作为学生的生活载体，要避免宾馆化的设计思想，无论是每层宿舍楼层的

公共交流空间设置，还是不同宿舍间阳台的两两相连，都不希望学生将自己的生活单元封闭起来，而是

希望在建筑空间上提供交流甚至碰撞的舞台。

在学生宿舍下方过街楼里设置的小卖店是由学生会自我管理形成的成长基地；集中设置的公共浴室

和开水房使得洗澡和打开水也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培养谦让品性的过程；将残疾学生与正常学生安排

在一起生活则是对前者最真切的尊重；依据地形设计的学生饭厅是错层无柱空间，3个不同标高的饭厅功

能得以延伸，为3个不同年级组团提供了各自的活动场所；不同年级的教学楼中设置了年级图书馆和头脑

风暴室⋯⋯这些细节都贯穿在我们的设计当中。

4  校园景观场所的营建和对爱心奉献的铭记

经营环境的目的是让处在不同场所的人都感到愉快与舒适，所以设计的创意和构思都是以建筑空间

形态与人的心理行为相契合为目的的。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对于全世界华人爱心奉献的颂扬和铭记是

未来校园中一定要表达的内容。无论是未来新学校中学习生活的学子还是我们外来的参观和感悟者，怀

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校园文化中希望营造的主题之一。我们通过校园图书馆中重建纪念厅和纪念小广场的

捐赠者榜墙来体现这份感恩，同时在整体环境设计的不同时空变换中，自然融入了爱心教育的表达，在

无形中传达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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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建筑整体风格的把握与对羌族文化的表述

新的北川中学首先应该是一所面向未来教育的校园建筑，同时整体建筑风格应以一种平实朴素、

明朗向上的形象展示出来。校园总体景观的营造选择了自然绿色生态景观，而并非是对灾难纪念性的一

味强调。整体建筑风格在沉静朴素中融入不同的活泼元素，形成平衡中学校园紧张学习和视觉感受的必

要因素。不同高低体块和立体台阶的组合试图表达羌族台地建筑的意向，而选择羌族服饰中常用的五种

色彩用普通材料的穿插与重构手法则是对羌族文化的另一种表

述。朴实的地方材料的使用与“粗粮细作”的原则的把握，以

及明朗色彩点缀穿插其间的做法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灰、白、黑

中的跳跃。

6  城市抗灾避难场所在规划设计中的体现

规划设计借鉴了日本和台湾在校园规划中的经验，将学校

的整体避险和救灾流线规划与防灾避难场所相结合，对应急物

资库房、运输的通道、应急水源（如井水）、预留临时厕所浴

室的上下水接口等问题也做了探讨。

北川中学尚有100多名残疾学生在校学习，我们希望把残

疾人坡道和平时所有同学的日常使用结合起来，从节省资源的

角度适当提高了坡道的比值（1：8.5）。从实际的使用效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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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健康的学生日常行走其间不会感觉累。学生在上下课间宁可稍微绕远一点也喜欢走坡道，因为我们

的坡道空间中有很多景窗，与校园的景观空间在视觉上是互相沟通的，行走其间自然成为一种乐趣。

 7  绿色生态节能理念的体现与校园智能化管理系统和先进的教学设施

由于建设资金的限制，我们主张对于绿色生态节能策略一定要强调对地域气候条件的尊重和利用。

因此对于建筑形式的处理和材料选择都相对比较节制，而把有限的资金向校园网络、教学设施和智能化

管理系统的建设倾斜。例如每个教室中的电子白板设施与校园（无线）网络的建设能让日常的教学与世

界联通，校园一卡通智能化管理系统不仅为学校的日常管理节约了成本，同时也对培养学生的绿色管理

意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地面的铺装处理尽可能多地保证雨水的回渗；穿越校园的景观河同时也是校园的雨水收集池；太阳

能的光热转换利用为学生的集中浴室提供了大量的绿色能源补给。建筑设计中尽可能地利用了自然通风

和采光，在很大程度上为学校节省了能源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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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生——对于新北川中学而言真正的挑战还在未来

反思新北川中学的设计与建设过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建筑的建设是一个需要整体系统管理

和控制的工程。除了建议甲方与建设主管方重视和保证建筑规划设计周期的合理性外，还应特别强调设

计人员在着手学校规划设计工作前，要重视对其教学理念和日常管理使用模式的了解和挖掘；此外，还

应鼓励学校的规划建设从一开始就要与学校的管理者、建设者和设施配备相关的各方人员之间建立起充

分的交流沟通机制，努力从规划设计阶段开始就在操作模式上使各个软硬件因素形成协调与默契。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建设和经营好一所可以百年树人的校园同

样不是朝夕之事，其间一定浸润着育人者爱心与文化底蕴的不断积累。时至今日，中国基础教育建筑的

规划与设计也应从更高、更深、更远的层面来思考和把握两者的关系。

新北川中学校园的规划与硬件建设虽然暂告一段落，但校园建筑不是主角而是师生成长和生活的背

景。建筑硬件的价值得益于一个成熟永续文化校园的建设、经营和形成。如果建筑师不能将背后的东西

挖掘出来和设计结合好，建筑形式的自我美丽与彰显将失去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重生对于对于新北

川中学而言，真正的挑战还在未来。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下一代建一所好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