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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的普及，我国中小学建筑越来越多，而随着教育理念的改变，教育形式也发生了变革，由传统向开

放方向发展，随之教育空间也逐渐开放。在教育建筑中，传统中极为单一的建筑空间已经无法满足学生们的学习及成

长需求，学校中的交往空间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在现代中小学校园中，其交往空间应当更加的开放化、多样化以及

社会化。基于此，现代教育对中小学校园交往空间开放方面的设计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本文将阐述中小学校园交

往空间和学生心理行为间的联系，现代中小学校园交往空间的开放式设计方法以及现代中小学校园交往空间的开放

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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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中小学校园中的园区及建筑规划设计并

没有合理考虑学生们的成长及发展需求，这使得学生们

的行为在无意间被统一化、规范化以及模式化，而且因

为对教学环境与交往空间方面的忽视，使得空间及行为

间的联系也被忽视了。而且纵观现今中小学校园建筑，

其建设年头极长，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招生数量的上

涨，使得原本的校园场地已不能满足现代中小学对校园

交往空间的需求，这对学生们的发展来说有着极大的限

制。

1 中小学校园交往空间和学生心理行为间的联系

1.1 不同时期中小学生们的心理行为表现

中小学生们在这一时期中的行为发展是极为复杂

多样的，他们在这一时期中，其心理方面会发生极大的

变化。像是在小学低年级中，他们脱离幼儿园不久，原本

还是处在有着父母较多关爱的家庭环境中，紧接着就进

入到了需要独立的校园生活，在短时间离开父母能够使

其获得一点独立后的成就感，并对未来的学习生活有着

极好的期待感。而中年级的学生，其性格特点主要是有

着极强的求知欲望，情绪多变，注意力不集中。在这一时

期中，其自我意识逐渐开始增强，学生间的个体差异性

也会显现出来。在高年级学生中，他们之间会产生极为

激烈的竞争意识，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小团队，而且他们

对事物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和认识，生理上也开始出现了

变化，对自己的能力也会在这一时期中有一定的了解。

他们会倾向于像成年人一样进行生活。不同阶段的学生

其心理及特点都各有不同，而为了促使其得到发展就需

要依据其发展需求来打造校园交往空间。同时还需注意

共用空间的打造[1]。

1.2 中小学生对校园交往空间的需求

中小学这一时期中，学生们的成长速度极快，其心

理方面也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中，其想象力

及创造力极强，但极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会对其决策能

力、创新能力及团结合作能力等造成极大的影响。基于

此，在校园交往空间的设计中要合理考虑到学生们的这

些因素及特点。交往空间会通过侧面去影响学生们的心

理及行为发展，这一影响甚至远超课堂教学。基于此，要

积极依据学生们的成长需求打造校园交往开放式空间。

2 现代中小学校园交往空间的开放式设计方法

2.1 中小学室外交往空间的设计

室外交往空间主要指的是校园中没有遮挡及围合的

空间，这些空间与校园中的其他地方有着密切的联系，它

在校园空间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室外空间是学生

们进行室外活动交往的主要空间，它是建筑设计中的留

白部分。

在中小学校园中，室外空间范围是极大的，不过并不

是所有的室外空间都能对学生们的交往活动起到一个促

进作用，若其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那么必然就会成

为一个无法合理运用的空间，出现浪费，而且还会导致学

生的交往行为积极性下降。良好交往空间的构建应当能

够与建筑及实地进行沟通，另外在设计过程中不能忽略

绿化以及学生进行活动时的设施设备，只有这样物体相

融合才能为学生们打造出一个丰富且多元的室外交往空

间[2]。

2.2 中小学室内交往空间的设计

在室内交往空间的设计中含有走廊及前厅这两部

分。赖特说过：“建筑的内部就是那个建筑的灵魂。”因此，

在校园建筑的设计过程中应当重视对建筑内部空间的设

计。其中在走廊的设计中，传统中走廊展现出来的形式为

带状窄廊，随着时代的变化及需求，其拓展功能与形式得

以增加，其空间呈现出融合及拓展的样式，而且为了能够

提升走廊的开放性，一些发达国家会将教室与走廊间的

界限模糊化，让两者间的布局联系起来。另外，学校在教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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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知识的过程中，也应当极力为其留下美好的回

忆，在前厅中能够给人留下具体的感受，基于此，学校为

了能给学生留下快乐的回忆，可以在这部分下文章，为

其在前厅中打造较好的交往空间，营造好的氛围。

2.3 中小学交往灰空间的设计

灰空间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空间，一部分是

色彩。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它主要指的是室内与室外之

间的过渡地带。若将这一地带模糊化，那么就能够让校

园中的室内及室外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使得整个

校园建筑空间的连贯性加强。灰空间的存在能够为校园

空间增添一点趣味性。另外，灰空间是学生们交往活动

中的一个重要的空间。在加入灰空间后能够有效改善空

间紧凑的问题。

3 现代中小学校园交往空间的开放式方法

3.1 现代中小学校园交往空间适宜状态

目前，在素质教育的发展中，我国中小学校园交往

空间必将呈现出颠覆式的发展现象。在素质教育理念的

引导下，中小学教室已不再只是对学生讲述知识的场

所。在未来的发展中，它需要满足教学中的多个需求，因

此在设计上它必将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基于此，

教学及交往空间之间可能会出现功能性重合或影响。另

外，教学中空间的功能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状态，

它能满足学生们的学习、休闲以及活动等。而且，在以往

中当做课外活动使用的空间可能会成为授课空间，这使

得校园中交往空间的设计更加的灵活性，相互间的界限

会越来越模糊。

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学生们的主体性、自主性得

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展现，这也使得校园中的空间环境需

要更加的开放。首先在校园环境中的各个设施设备间的

开放，这部分的开放能够使得学校间各个年级、班级间

的联系更加的密切。其次，校园室内空间的开放，教室中

的布局会更加的灵活，不会像以往一样固定，这样的改

变是为了能够满足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像是小组合作学

习，独立学习等。而且校园中其他一些特殊性的教室空

间也会向学生们开放，让其通过计算机室、图书室去收

集、整理学习及生活中所需的各种信息资源，促进自身

的发展[3]。

3.2 现代中小学交往空间进行整体性设计

中小学交往空间在各个不同的教育空间中主要起

一个联系的作用。它和教室、校外空间以及社区之间都

存有一个密切的联系，相互间存有影响及渗透，这使得

校园中整体性空间环境的利用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

够为学生们提供充分的自由。+ 基于此，在学校公共交往

空间环境的打造中，需要合理考虑各个空间环境间的关

系，并从由面到点的方式进行设计，从宏观的角度中去

认识学生们的交往行为，以此来打造新时代中符合新的

教育理念及发展的交往空间。

3.3 现代中小学交往空间进行高效性设计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日

益紧缺，为了提升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设计中小

学交往空间时应当注重其高效性。在校园室内外空间环

境的设计中结合学生们具体的活动特点进行，以便让校

园中的每一块土地都发挥出自身的价值及作用。另外，

在中小学交往空间的设计上还需注重层次性设计，这能

有效提升对空间的使用效率。当然，不可忽视对学生行

为活动的分析，这样利于对交往空间进行整体设计时与

各个时间段及功能性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得学生们的交

往空间更具高效性及层次性[4]。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中小学校园交往空间的开放式打造

需要依据素质教育理念及时代发展的具体要求来进行

设计，同时还需要合理考虑对整个交往空间设计的整体

性及高效性等，以便能够依据学生们自身的行为活动特

点来为其打造更贴合其发展需求的交往空间，满足对空

间开放式的需求，使其在校园中能够得到快乐的学习和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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