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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负责的，是富文乡中心小学的整体

室外设计。

作为国内知名建筑设计师，他其实很少

接学校的单子。规模小、造价低不说，项目负

责人往往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沟通成本比

较大。

王伟让蒋莉惦记上，还是在 1997 年，王

伟担任了杭州学军中学改造的设计师。

“以前学校交付后，总给人感觉还是毛坯

房。”蒋莉说，“而学军中学改建完以后，走进

校园，第一感觉是很精致，学校好像‘精装修’

过，各种细节让人印象深刻。”

从那以后，杭州的校长们才开始意识到，

校园建筑的设计对教育、对学生的重要性。

于是，富文乡中心小学要整体提升改造，

蒋莉一下子就想到了王伟。

富文乡中心小学位于乡村，四面都是村

居，再就是环绕的群山。

王伟非常喜欢美国设计师弗兰克·L·赖

特的名言：“我不是在山上造房子，我要造一

个属于那座山的房子。”

他很早就有了想法，要把整个学校融入

到山村里去。果然，建成后的小学，应了那句

“绿水青山中的红房子”，就像嵌在山林里的

一块宝石。

“学校的颜色，和周围的民居是相呼应

的，和优美的山水风光则形成对比。”王伟说，

“我将这所学校设计成了一个大 House，有

家居的样子，而不是一片冷冰冰的楼房。教

室就像是家里的客厅，遍布四处的小屋子可

以理解成孩子们捉迷藏的小角落。”

“从前孩子们总是把到学校上学当成苦

差事，像要被抽筋骨一样。”蒋莉说，“其实学

习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校园应该像家园一

样。尤其是乡村小学，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

他们正是缺少家庭生活，所以学校更应该像

一个大家庭。”

在多年设计经历中，王伟一直在思考一

个问题：学校是不是一定要大尺度呢？整体

风格能不能更符合孩子的视角？

于是在设计这所乡村小学的时候，设计

师王伟做了许多“孩子尺度”的设计。

每个参观过这所小学的人，都对学校的

楼梯印象深刻。“因为我们把台阶设计得比较

矮，也比较宽。”王伟说，“按照国家标准，学校

每节的台阶高度上限是16厘米，宽度不小于

27 厘米，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样的标准。事

实上这不合理，6 岁和 18 岁的学生，怎能使

用同样高度的台阶呢？”

在这所小学，台阶的高度是 14 厘米，宽

度超过30厘米。仅仅两厘米的变化，就让那

些楼梯一下子变得更适合小孩子行走。“小孩

子下课的时候，很多都是跑着下楼的，这样的

设计不仅更舒适而且更安全。”

洗手间的台阶也做了“孩子尺度”的改

造，“我参观过很多小学，发现洗手间的设计

和成人的一样，很多蹲坑外面有很高的台

阶。有些孩子从学校洗手间走出来，会因为

前面有台阶而摔倒。”

这所小学的教室全是落地窗，这让低年

级的孩子坐着也能看到窗外的风景。“日本的

幼儿园、小学教室的窗户一定是很矮的，符合

孩子的视线。而我们大部分学校窗台的标准

高度是 90 厘米，这样的高度，对低年级的孩

子来说一定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而整个学校采用了梦幻般的糖果色，远

远望去，就是一座游乐园和城堡。这让孩子

更有亲近感和幸福感，原来到学校上学就是

玩，多有趣啊！

哪怕是成年人，也会被这样的一片建筑

所吸引，从而驻足观看许久。

本报记者 郑琳

〖中国美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院设计师〗

造梦师王伟：用孩子视角造梦幻校园

富文乡中心小学改造，吴奋奋负责的是

室内设计，在当设计师之前，他也是一位教育

工作者。

在接受蒋莉邀请改造这所小学之前，他

就因为善于打造“会呼吸的学校建筑”而闻名

于世了。在杭州，有多所学校设计都出自他

的手笔，而且堪称经典。

过去，中国绝大多数公办学校的建筑设

计和中国的教育一样，模式化现象严重，千人

一面，千校一面，差异很小。

吴奋奋一开始就计划，把这所小学打造

成全国硬件条件最好的乡村小学。

吴奋奋说，对学校建筑来说，除了要有艺术

美感，还要有教育思想。“学校建筑的设计，教育

工作者也应该参与其中。”在1998年他提出这

个观点时，曾遭到圈内建筑设计师的嘲笑。

但事实证明，吴奋奋是对的。只有一线的教

育工作者才知道，怎样的设计才真正是“好”的。

富文乡中心小学一共有9间教室，几乎融入

了吴奋奋当设计师以来所有的校园设计理念。

首先是黑板（在这所小学是白色的书写

板）。“为什么教室里只能有一块黑板？”吴奋

奋把每间教室的黑板增加到 4 块，以老师常

用的黑板为起点，按顺时针将教室的墙分为

A、B、C、D 四面，每面墙各一块黑板。负责

校园外观设计的王伟觉得不妥，怎么可以让

黑板遮挡窗外美丽的风景呢？吴奋奋考虑后

觉得有道理，将D面墙的黑板拿掉，装上全景

窗户，作为孩子欣赏美景的“眼睛”。

走进吴奋奋设计的教室，会让人感觉走

进了魔术世界，处处都有惊喜。比如标准教

室，A墙集成了黑板、投影仪、高拍仪等设施，

主要供老师上课使用；B 墙额外设置了实验

操作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C墙则为学生

额外提供联网的学生用计算机。“一间教室内

部一共有六个面，所有的面都是有功能的，都

是专门以学生为主设计的。”

每间教室都有一组沙发。“这也是给学生

的，让他们可以更好地休息。”

吴奋奋理想中的教室，应该用于小班化

教学，他的想法和蒋莉不谋而合。传统的教

室，五六十个学生就像秧苗一样，被插在像秧

田一样格子式的座位上。老师活动空间基本

被固定在讲台上。这就造成了学生与学生之

间很少有互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

以老师为中心。

吴奋奋认为这是农业式的教育，现代教

育应该是后工业化的。因此，他在每间教室

安排了 20 个左右的座位。学生的课桌可以

随意拼接，自由组合。原本的讲台也被吴奋

奋“拿掉”，老师走到学生中间去，老师与学

生、学生与学生可以很方便地交流和讨论。

学校建筑，安全性应该放在首位。光是

教室的门，吴奋奋就设置了道“机关”，让这扇

门成为“紧急疏散条件下安全系数非常高的

门”。

在设计中，吴奋奋总是尽量将所有有用

的功能都设计在教室里，“我希望在学校未来

的发展中，硬件设施不再拖后腿。”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刘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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