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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建筑塑造的教育场所

云南大理陈碧霞美水小学新芽教学楼

摘要 文章重点分析了场所 塑造过程 中 的设计要素 ，

‘
‘

‘

；

指出广泛的设计考量使得新芽教学楼成为孩子们学习

与游戏的场所 ， 设计团 队持续 的帮助使 陈碧 霞美水小 ；

学获得 了发馳能 力 。 中 分类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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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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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背 景 色彩丰富 的麦 田相互呼应 。 建筑物低伏 ， 多为单进院

美水 小学位 于云南 省大理州 剑川县 西北老君山 落 ， 可以望见远山 。

项 目概况

⑩
镇北部 的美 水村 ， 剑 兰公路从村脚绕行通 过 ， 交 通 村落 中部有

一

小丘 ， 平面 呈蚕豆状 ， 北侧 有小型

项 目地点 ：

云南大理 便利 。
村子背靠海拔 约为 雪斑山 ，

年平均气 的蓄水池
，

丘顶有风水构造 ， 小丘影 响村庄发展走向 ，

房屋系 统 ： 型轻钢骨架与填充板材形成的复合结构 温 霜期长达 天 ， 年平均 降水 量 村子在小丘东端呈向南转折的状态 ， 学校校园 即在这

。 全村包括 有 ？ 个村 民小组
， 共 松 户 ， 免、 转折区域的西北侧 ，

紧邻小丘 。 校 园在 围墙 内 ，

建筑容量
：

间标准课室 ， 间 多功能课室 ， 廊下活动及储藏空间 人 口 有 人 。 由 于耕地 中 为 山坡地 ， 农 业 括两进院落 ， 入 口 向东 。

节能特
：

完整隔热保温构造 ， 自然採光 、 通风优化设计 生产条件差 ， 水利资源有限 ， 粮食作物广种 薄收 ， 主 新教学楼早期规划曾经使用 了主面朝 向东侧的方

‘ ’ ’

要种植玉米 产量也很低 。 美水村干旱 高原 日 照强烈 ， 案 ， 以符合地方 习惯 ， 但在学校教 师及村镇领导 参与
环保特性 ： 房屋可整体拆卸异地重建

抗震能力 ： 麦加利地言 烈度 八度 劳作辛苦 ， 村 夕 卜表年龄普 遍 ！
：匕实际年龄 要老很 多 ， 采用 了坐北向 偏 西的布局 。 这样新 学

项 队 美水小学始创于晚清年 间 ， 招生 范围覆 盖剑川县 楼位于校园边界外的新征用地 ， 与较高的 已有校 园以

？

‘

一 一
君山镇 、 马登镇 、 弥沙 乡及兰坪 县河西 乡 、 通甸 細氐的活动场地分离 ， 并且 替代原有 的青砖 围墙 ：

技术支持 ： 严传伟、 周毅 、 刘宇 、
柯有林 、 欧万年、 黄印武 、 刘冠文

的部分村寨 。 由于经济发展滞后 群众生 活困难 ， 学 新教学楼确定为
一

个长条状体量 ，

界定校 园的院 落布

校办学艰辛 ， 年 因校舍紧张 、 硬 件配备 不足等 局 ， 建筑北立面平直高耸 ， 屋脊高度 比旧教学楼略低 ，

诸 多因 素 ， 被改 为非完全小学 ， 只设有 一到四 年级 ，

突出校园院落及当 中 的大树 。 从南侧看 ， 新楼单坡屋

年招 生数 为 人 ，

教 师
、 人 。 小学 原有 顶自 北向南倾斜 ， 顺应地形的高差 ， 强调 了它 与小丘

的一幢二层砖木混合结构建筑受到地震破坏后需要修 之间运动 空间的谷地特征 。

缮加固 ，

香港陈碧霞女士闻讯后委托 香港 中 文大学建

筑学院捐资修建新教学楼 。 空间与场所

两个门型洞 口贯穿建筑体量的宽度方向 ， 连接 了

场地与体量 原有 的校园与活 动场 地 。 东 侧 门 洞比较 宽 阔
，

约 为

美水村位于 山谷西侧 ，

面 向谷地中央 的玉 石河 和 ， 另一个窄高 ， 仅 宽 。 两组道 路分别与洞

田 野 ： 村落大部分民居采用院落围合布局 ，

主房朝 向 口相连 ， 东侧洞 口使用坡状台阶步道 ， 坡度平缓上升 ，

东侧 面对河谷 ， 也利于清晨接受 阳光照射 穿斗木 到达教学楼后改为大台阶 ，

下降穿过教学楼 ， 访问者

離 ’ ±稱跪 倾棚辦舰 ’ 龍縣 碰幹魏對！研
丨藝舌啦 陳郷餓啦

无窗 墙身高大 ，

富于体量感 。 色彩上 黄褐色 的墙 整小丘 。 而在西 侧
，

一个偖用原有校园的围墙建造的

体与大地 、 青色的砖墙瓦屋面与远山 、 绿色 的松柏与 单跑 台阶 自东向西升起 ， 到达顶部后向 南折转 ， 由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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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建筑

坡道
、
楼梯和门洞形成错落的 院落

， 为 孩子们提供了课余游戏

熟二
、

， 」
■ 册

：

—

、

个轻盈 的 长 钢木天桥 跨越下方 的小院落 ， 抵达 内部的空间实际感觉 大于 它的真 实尺寸 这是由于开

侧窄 高门 洞 ， 天桥在此止步 ， 只可 以在 宽的 数量 的增加 ， 并 且连续表面 包襄着 的室内 空 间中 ，

帥眺望小丘 ，

舰棚 口首层可 舰翻馳。 其天花±的方型灯馳财得綱开 样 。 半的

两组洞 口在尺度 、形态上的差别以及与道 路材质 、 教室位于建筑物的两个端部 ， 因而允许三面开窗 ： 唯

使 用方式上的不 同 ， 给使用者带来 了 有趣的差异化体
一

的大教室则可以从两头进入 ， 也产生 了 与其 它课 室

验 。 东侧门 洞在学校院子中很容 易被 看到 ， 坡道如 同 不同的体验 。

■
“

一座旱桥 ， 引向东侧 门洞 ， 在 门洞 中坡道 变化成 台阶 建筑的内外有着很大的材料反差 墙板外面深色 ，

弓
丨

人下降 直到穿越门洞后惊奇地发现另 处空 间与 里浅色 ， 室内入 口侧墙板完全用黑色 也替代 了黑

风景 ： 这 侧
“

门
”

肖
“

桥
”

是连续 变化的 、 富于层 板的功能 首层重麵墙与部分楼地板的用色在铁红 、

次 的关联 。 而在房屋西侧 ， 台阶先将运动 引 向天 空 ， 铁黄 、 灰白 、 纯黑 、 铁灰之 间变换 。 教室除 了地方政

之后再由轻 盈的桥引 向窄门洞内的教 室入 口 穿越窄 府添 置的新课桌椅之外
，

也保留 了 颇具当地特色的木

的运动只能在首层发生 ， 并且和 旧教学楼前 的廊 艇桌椅 。 这些措施帮助 体删设计的模块空 间成

和 隐蔽 公共厕所相联 系 。 侧
“

门
”

与
“

桥
”

是互 力具 有可识纖的场所 。

相分离的 、 隔断的状 态 。

长坡道也将新楼与挡土墙之间的下沉院落 分力 围护 、 材料与表面

二
， 而 单跑 台阶正好坐落在大院子的 中央 。 长坡道下 作为香港中 文大学建筑学院研发的

“

新芽
”

复合

的空肺大小觀的开 口 ， 邮卜麵呈瓶色与铁 翻建造雜鮮 次雜關 ， 舰用了
“

新

冑色 ， 如同光影 有致 的洞穴
，

大小院子在路径与视线 芽
”

体 系的标准 多 构造 ， 以应对保温 、 隔湿 、 防火 、

此被縣起来 ， 旭刊 娜了 百玩不馳舰 顏等 翻 。
。 师 层使用了翻性很高的沥

空 间 。 青瓦作 ， 优化的构 造打破 了 厂家对沥青瓦使用在竖直

个 建筑物提供七间教室 其 中小教室三间 、
墙面上 的限制

，

并 以机械式连接的思路将其发展为预

型教 室三 间及 大教室
一 间 。 首层的教室是常规的盒子 制挂板模块 。 挂板尺 寸来 自 于对人 力施工 、 挂板重量

， 空 间 ， 层高 。 二层 的教室位于约 为
°

的单坡斜 与施工效率 、 图案 自由 度的综合考量 。 针对不同高度 ，

顶 下 空 间较矮的一边 最小净 高只 有 而 单坡 挂板最终被设计成大小两种模块 ： 在现场施工时 ， 建

顶较高 的
一侧 则由三 角形垂直板切分 ， 它们内部包含 筑师仅告诉工人施工的原 则

——先取大而 重的模块布

麵 了单坡顶跨 中 的支撑 ’ 北向高窗 的光线从这 倒进入 ，

在下方 ’ 用小而轻的模块 布置在 上方 ： 最终的色

‘

、 十分柔 和 ， 同时也切分 了窄长的空间 。 教室几何尺寸 是工人现场 、 自主 、 随机的决定与设计师提前安排的
‘

不 大 ， 宽 度 长 度分 别 为 、 和 制造原则共 同作用 的结果 ： 沥青瓦工厂可供选 择的颜

孓斤 以适应农村学 校生源不稳定 、 班级规模较小 的现状 。 色不 多 ， 色彩的 差别组合 力 图强化周 围环境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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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了近三十年的独特的木制连桌椅与新教室相得益彰

教室入口 与坡道开 口对望

夜幕降临时的南立面和大台 阶

开 口与光影使坡道底下空间成为 孩子们的 游戏场所

给新校园除草的学生们

连续的表面包裹着室 内空间 ， 天花上的方型灯箱设计得与窗开口
一

致 。

南北向剖面图



时代建筑

北面使用混合色彩朝 向校 园 ， 其余三面及顶面则采用 学楼透 出的亮光成 为 乡村漫漫黑夜 中的能量中心 。 教育 支持 与杠杆效应

取 自周 围群 山的黛青色 。 厚重的颜色 、 富于质感的表面带来的心理安全感 在 年春季教学楼完工 后 ， 设计团队 在教学

幵 窗系统 由基本 的棋盘格布局演 变而来 ， 延续 了 以及 良好的保温 、
自 然光的运用所带来 的生理舒适性 ， 楼东 侧又安 装 了

一

个风力发电机来提供 教室 灯

年四川震后重 建的下寺新芽小学中的结构策略 ， 成为建筑乐于被人使用的保证 。 具 的辅助能源供应 ， 但配套教学 设备仍然非 常欠缺 ，

利用墙板 中 的斜 向传 力路径 引导侧 向力
，
但进一步通 比如没有适合学生 看的图 书 ，

也缺少体育活 动用具 ，

过随机分布强化空 间体验 的不 同 。 北面窗扇呈完全随 建造实施 村校的教 师年龄普遍偏大 。 美水小学的师生向团队就

机分 布 ， 南面上部 为阵列 复制 ， 布局相对规 则一些 ， 校 园边 界外 的新征 用地在 建造 前进行 了 土 方平 这些 困难表达 了诸多愿望 。 团队通过后续一段时间继

东西 两侧 的开 口数量则减至最少 ， 以适应室内布置 白 整 ， 也造成基础承载 力不足 ， 为此设计团队采纳 了 当 续帮助建设博客 、 联络热心人士以及邀请项 目参与者

板 的可能并且减 少眩光 。 整个项 目 使用 了 多个预 地
“

万年桩
”

的做法 ， 即用挖掘机将一头削尖的松木 牵线搭桥 ， 西部阳光 、 麦 田计划 、 昆明草根中心等
一

制窗构件 ， 但只分两种类型 ， 且基本构造方式完全相 压入条形基础的下方土层 ， 以提升承载力 ， 而松木由 批民间慈善组织与小学实现对接帮助 ， 来 自东部发达

同 。 固定窗扇用于高侧采光 ， 玻璃为隐框构造而置于 于油脂的保护 以及土壞中 稳定的湿度而不会腐朽 。 砌 地区的志愿者教师们提供 了优质课程的示范 ， 不少个

最前侧 ， 开启窗用于低侧通风 ， 玻璃后退向 内开启并 体基座和走道台阶的材料来 自当 地矿山废料 ， 坡道与 人也捐赠 了 图书 、 玩具 、 衣物 以及 学 习 用品 。

适应小朋友的视线与使用 。 固定窗还整合了 通风间隙 ， 台阶则使用了 当地新购的石板铺砌 。 这部分施工耗时 年夏天 ， 香 港中 文大学组织师生 余人 组成爱心团

以配合开启窗实现更好的夏季 自然通风换气
；
幵启窗 较长 ， 约为 个半月 。 体进行回访

，

并和小学生们进行了 各种丰 富多彩 的互

则在对应位置安装 了隐蔽的嵌入式遮阳卷帘 ， 以遮挡 长坡道与单跑楼梯由 当地师傅提前修筑 ， 在首层 动 。 这些后续活动帮助学校 获得了 民间慈善团体之外

夏季低角度 的阳光辐射 。 这一隐形构造利用了 沥青瓦 结构安装完成后 ，
它成为材料搬运通道直通二层 ，

因 的更多关注 。

挂板的模数与系统填充板模数在几何尺寸上的一个差 而省却 了重型 吊机的租借和复杂的脚手架搭建 。 只在 年初
， 学校 的两层高

“

同心综合楼
”

值 ， 将构造矛盾转变 为提升性能的机会 。 预制沥青瓦挂板安装时 ， 小组使用了 可移动的脚手架 。 落成 。 通过大理州统战部牵线 ， 民革中 央带来 了 新的

更 多的窗户提供了 内部更均匀的光线 ，

内外的观 从建 筑构件 的卸货地点 到组装场地 约有 的窄坡 资金帮助 ， 新建综合楼替代 了 已被评定 为危房 的老 师

察也变得更加有趣 。 甚至连楼板结构的部分也布置有 路
， 大型货车无法进入 。 冬季 乡村青壮年均外出打工 ， 宿舍 。 年 月 末 ， 由老君 山镇中心学校 资助 的

固定窗扇 ， 用 以将光线折射后导入室内 ， 这挑战 了开 村中老人与学龄儿童居多 ， 好在构件较轻 ， 在当 地村 校园围墙完工 。 月 ，
学校组织家长义工对场地 四 周

窗需要规避结构 因而表达建筑物楼层的常规做法 ， 在 民与学龄儿童的帮助下 ， 只用了 大半天就卸完了 所有 进行植树绿化 ， 以减 少扬尘 并改善校 园卫生 。 这些工

立面上模糊 了对楼层的知觉 。 当 地房屋外墙常常不开 货物 。 作使得学校在 当地建立起社会声誉 ， 并且走上持续发

窗 ， 既分离 了内外 ， 也显示了结实的量体和
一体的建 当地工人 、 村民与孩子们在材料搬运 、 基础 砌筑 、 展之路 。

筑 。 而新教学楼则通过
“

无数 窗扇在深色围护上的 构件安装等
一系列建造工作中 ，

积极 参与 ，

在教 学楼 新教学楼通过 有限的介入 ， 帮助学校获得关注 ，

自 由分布 ， 取得 了 类 似的效果 。 只是在 夜间 ，

新 教 完成后也转化为
一

种对新 建筑的认同感 。 并带来后续资源 受到家长的欢迎和地方政府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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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教室 内景 ， 铁黄色地坪 ， 黑色墙板可直接用作黑板 。

三
■ 士：

：二？秀
——

一 三

美水小学师生教学楼落成留影
；

‘
今
琴 豐

校园 回望 ’ 右侧为原有 的教师宿舍合院 。
：

： ： ：

校园 回望 ’ 后来地方新建 的 综合楼与 校 园 大门 弱化 了场
：

—

所 关 系 （ 杨富 根 图 片 来源 ： 囊

—

“

：
― ⋯

其作用如同
一

架杠杆 ， 用小而精确 的力 量橇动 了 更多 香港中 文大学虽然在 第
一

时间表达 了 统筹综合楼

公共资源 。 这一策略也是香港慈善机构与支援 工作常 规划与提供方向 性建议的意愿 ， 却未被当 地机构决策

常采用的 。 者接受 。 由此项 目 ， 建筑师体会到场所的塑造与延续

是一项需要耐心与技巧的工作 。 既包含物质空间的营

希望的持续 造 ，
也包含对当地工匠传统与 各类 力 量的认 知 与整

相 比于 年 的广 元下 寺 新芽 小 学 以及 合 。 当怀着 良好 的意愿却仅仅因 资金 局限而不去介入

年的盐源达祖小学新芽学堂 ， 陈碧 霞美水小学新教学 设计 、 建造 与组织过程 ， 最终的结果 自 然容易被现实

楼在 多个 方面都有所发 展 。 结构从单层 发展到 二层 ， 所扭 曲 。 因此 ，

对缺乏各项资源的乡 村进行援助设计 ，

空间组织由集中式的矩形 扁平体量 转变为条状垂 直体 初期的帮助 与指导就显得 尤其必 要

量 屋 顶形 态也从双坡 、 平顶改 变为单坡 ， 进一步强 就在本文截稿 前几曰 ， 来自 东南大学 建筑 学院的

化幵窗系统的随机性效果 。 几位教授在参观现场后 ， 告诉了 设计团队他们 在小学

场所中 的河谷风景 、 地形高 差 、 村落肌理 、 校 园 校中见 到的景象 。 相 比综 合楼宽 阔却单调 的门廊 ， 孩

围合以及校 园植被都被 充分地理解 为设计资源 场所 子们 更愿意在课间休息 时穿梭于教学楼的坡道 、
台阶 、

的方法上 ， 设计者采用 了 追随民居形式的简单体量 ， 门 洞以及坡 道下 方的
“

洞穴
”

中嬉 戏玩 耍 ： 在见到这

糊单 坡顧产 生肺力 ，翻肖
”

自
“

坡 样 麵刊 ！

！施 、 娜有删学朗 ， 細也意识

道
”

来连接被线性体量分 隔开的校 园内外空间 。 在设 到
， 设计者只有追 随内心的真实感受 ， 尊重自 然与历

十发展 的各个阶段 设计者不停地 差别化建筑的内部 ， 史中的源泉 力量 ， 持续努 力 ， 才能塑造好 的场所 ， 带

挪具体结 构 、 幵 口 、 表 面材料 、 家 具来 影响空 间尺 来真 实的教育改 变 ， 为 乡村儿童播撒希望 ：

度 、 流线安排 乃至功能布局 ， 形成独特的空间 ， 吸 弓 丨

（ 感谢黄印武先生 以及云南剑川 杨富根先生在项目 组织与跟进上的

画和参观者的停留 。 广
深圳彭立女士 、
—

物质空间的搭建耗时不长 ， 场所 的塑造则历经 岁

月
。 希望通过短时间的设计建造活动就能 接近历史磨

砺 出的自 然结果 ， 这更需 要设计者在具备过往经验与

研究积累的前提下 ’ 细心地观察 和精心地设计 ’ 这些 ； 番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

因 素缺 不可 ， 否则场所的脉络会被割裂 ， 无法弥补 。

■ ⋯
作频介 ： 朱雜 射 文大 学建鮮 院副教授

同心 综 合楼虽 由当地 的大理 白族 自 治州设计
夏珩 ， 男 ， 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 博士候选人 ， 研

！

一

棘计 ’ 使酬腿凝土结构 ， 施 个 多月 建氐 究助理

？ ？
““

但它絲的空间结果是抹掉了 由原老 师宿舍所界定 的 絲光 ， 男 ， 香港巾文大《鮮院 项目 助理 南京

人痛 ，賺 口也細酬■ 驗 ：
：

觀鮮学士 在读硕

校园薩经过的大小院落序列被破坏后 ， 孩子们进 士研究生

学校 时不得不先細村路上 的交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