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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科实验幼儿园
Shanghai Vanke Experimental 
Kindergarten
Pudong, Shanghai

地点 / 上海浦东

设计 / 2015 年 / 竣工 / 2017 年

Architects Atelier Liu Yuyang Architects  Architect in Charge LIU Yuyang  
Design Stage 2015  Completio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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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

设计团队
吴从宝、吴亚萍、陈晗、杨珂、文天启、朱思宇、

张准 ( 结构 )、王瑞 ( 结构 )
机电设计：上海都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基地面积 6500 m2

建筑面积 7300 m2

结构形式 框架结构

摄影 陈颢 ( 除标注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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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入口：围墙向内转折留出等待空间 ( 摄影：朱思宇 )
2 从河南侧遥望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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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半围合空间、室外楼梯和东侧的运动场地 ( 摄影：朱思宇 )
5  南侧的集中绿地和连廊串起的建筑体量
6 齐整但不失活跃的北立面，楼梯间作为独立的语汇 ( 摄影：朱思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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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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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平面图 1st fl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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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门厅

2  传达室

3  晨检

4  观察室

5  活动室

6  餐厅

7  卧室

8  分班活动场地

9  专用活动室

10  教师餐厅

11  厨房

12  区域环网站

13  储藏

14  室外活动场地

15  办公

16  多功能厅

17  玩具制作陈列室

18  图书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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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平面

三层平面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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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平面图 3rd fl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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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平面图 2nd floo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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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主楼梯间在底层被放大，增加活动和交流空间
 ( 摄影：朱思宇 )
8 走廊中透过玻璃砖的柔和光线
9 活动室前的走廊，是孩子们交往的重要场所
 ( 摄影：朱思宇 )

10 活动室内部：天窗与多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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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钛锌板屋面

2  天沟

3  钛锌板墙面

4  保温

5  龙骨

6  吸音板

7  涂料

8  玻璃砖墙面

9  水洗石

10  防滑地砖

11  水泥压力板吊顶，

      表面氟碳喷涂

12  轻钢龙骨石膏板吊顶

13  实木地板

14  栏杆

15  金刚砂地面

16  天窗

17  红缸地砖

1  titanium-zinc roof

2  roof gutter

3  titanium-zinc wall panel

4  insulation

5  keel

6  sound-absorbing board

7  exterior wall paint

8  glass brick wall

9  terrazzo

10  abrasive floor tile

11  cement fibrillate plate ceiling,
      surface fluorocarbon spraying

12  light steel keel plaster
      board ceiling

13  wood floor

14  handrail

15  carborundum floor

16  skylight

17  red clinker 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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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科实验幼儿园设计
On the Design of Shanghai Vanke Experimental 
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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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立面保留的结构趣味
位于二层南侧的半室外活
动场地 ( 摄影：朱思宇 )

上海万科实验幼儿园是我们设计建成的第一座幼儿园，它最终呈

现出的结果，是在新城规划模式、用地限制、15 班全日制公立幼儿

园的规划指标及设计规范等诸多限制条件下，从解决问题的层面推敲

得出的最优方案。

从建筑师的角度，张江作为上海历史最久、也最成功的高新产业

园区之一，在新城规划方面的弊端在于它仍是以产业和房地产优先的

模式，中小学和幼儿园被设置在社区的边缘而非核心，且用地不足。

幼儿园基地位于张江高科技园区最南的一个狭长的三角形地块，其南

侧为中环路高架与河道绿化，北侧为高密度的高层住宅区，东侧为一

座跨河道的车行桥，西侧为城市绿地，基地内还需容纳一栋区域环网

站。同时有来自场地外部的限制因素，如中环高架的噪音、高压线带

来的负面感官影响等，幼儿园东侧的中小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

作为建筑师，仍选择参与这个有诸多挑战的项目，希望能以建筑的方

法来回应，尽最大力量解决现实问题。设计策略综合了城市与场地、

空间与功能、结构与材料、细部与使用等几个方面。

功能、空间与环境的关系，是设计初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核心

议题。经过多种空间模式的尝试，我们最终选择了紧凑型组团式布局。

为了避免功能空间的巨大体量给儿童带来压力，南北两排体量自西向

东依次排开，西侧为行政后勤组团，3 个教学组团的中廊空间逐渐放

大，形成序列。组团之间形成狭缝空间，并在连接之处留出景观平台。

同时为了减少建筑对场地的压迫和过于狭长的不利空间，利用底层局

部架空与二层、三层的屋顶平台来增加活动场地，在上海阴雨天气时

也能照常活动。架空的设计来源于我们过去几年中在一系列校园建筑

项目中尝试的底层架空连廊，这个空间模式在幼儿园的设计中被进一

步扩展到多层。

幼儿园位于嘈杂的十字路口，我们将活动用地布置在东侧作为过

渡。活动室、卧室与办公室，分布于日照与景观条件较好的南侧；其

他配套的功能空间，包括门厅、专用活动室、楼梯间、卫生间等，则

布置在靠近主干道的北侧。南北两排体量在城市界面和景观界面都做

了不同的转折处理。

北侧的城市界面较为齐整但不失活跃，由于现实条件围墙暂时无

法被取消，我们设计了多处转折和退让，留出了驻足、等候和观看的

空间，这和我们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的围墙设计是一致的做法。

同时将部分绿地让出给城市界面共享，以减少对街道的压迫。对城市

更友善的围墙，是建筑与街道之间的缓冲，它在低视角处增加了步行

空间的乐趣，形成连续的积极界面。

而在高视角的建筑界面，将日常中频繁使用却被忽视的楼梯间，

作为独立的语汇，在北侧界面穿插进不同颜色和尺度的体量，也让南

侧活动室之间的空间更紧凑。尽端以一个多功能厅的弧形轮廓收尾，

自然缓和地过渡到室外的活动场地。北侧界面在高低有序、材料统一

的前提下，调节街道界面的节奏感，避免连续体量带来的紧张和压迫。

在高层住宅林立的背景前，留给行人和幼儿一个亲和的街道界面，将

幼儿园内部的温馨环境和适宜尺度延续至立面和街道。

南侧在建筑和围墙之间留出了集中的线性景观绿地。4 个体块之

间由室外走廊和活动平台相连，最东侧的体量后退且扭转角度，使得

活动室获得最佳的采光角度和景观朝向，在端头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半

围合开放空间，过渡至活动场地。南北两侧建筑夹角之间的一组有体

量感的室外楼梯，将建筑各层连接至室外活动场地。

幼儿园是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接触的第一个公共空间。空间的尺

度、使用的灵活度以及室内的场景和氛围，对于幼儿的感受和认知都

有很大影响。设计要能激发孩子们探索和学习的兴趣，同时要给他们

足够的安全感和家的感觉。所以我们运用较大尺度的室内天井及天窗，

注重用光线塑造空间氛围，使幼儿园内部环境更优。在调研期间，设

计团队也发现，非正式空间——如活动室前的走廊——往往是孩子们

生活、交往、嬉戏的重要场所。

幼儿园南北组团之间自然形成了 3 个三角形中庭，它们顺着地

形自西向东逐渐放大，和室外大三角形半围合空间串联起来，形成整

个建筑空间的“骨架”。中庭的设计，回应了儿童们需要的聚集空间，

在顶层对应三角中庭的位置开了天窗，阳光透过天窗，穿过色彩明亮

的二三层洞口照射到一层。宽窄变化的走廊里，由近及远的明暗光线，

窗外隐约显现的景色，以及穿透玻璃砖的柔和日光，产生出独特的空

间氛围。

我们结合弧线屋顶在幼儿园三层的活动室和多功能厅分别做了直

径 1.5~1.6m 和 2.4m 的圆形天窗。巨大的圆形天窗唤起一种对阁楼

的想象，我很喜欢加斯东 · 巴什拉《空间的诗学》中的一句话，“阁

楼是做梦的空间，梦想者的空间”。而幼儿园空间最重要的一点是要

启发儿童对身边事物，以及对未来的好奇与想象，我认为这些圆形天

窗是对这个议题很直接的回应。对天窗的感受，可能是小朋友们对幼

儿园最重要的回忆之一。

在幼儿园中可以找到多种尺寸和不同开启方式的窗，通向庭院和

活动场地的落地窗，与玻璃砖墙组合的推拉窗、上悬窗、固定大方窗，

活动室木门上的圆窗等，门窗尺寸模数均参照儿童与成人的尺度，将

不同的门窗和实墙、玻璃砖墙进行多种组合，给孩子和大人们从不同

角度观察环境的机会。

此外，幼儿园的结构与细部设计，是我们最需要总结与反思的部

分。我们的结构顾问是张准，为了配合紧凑组团结合狭缝的形体模式，

这个项目的结构设计看似含蓄但在受力上有很多挑战，主要是抗震方

面的要求。如果所有活动室并拢，框架结构会更稳定，而我们的设计

是组团式的，又并非多单体，体量之间的空间是结构弱点。结构设计

在解决问题的同时隐去了本身的表现力，只在西侧的行政组团端头，

保留了一点审美趣味。我们设想的是一种暧昧的关系，南侧建筑的屋

檐仿佛要“碰”到北侧的女儿墙顶端，两者在受力上并无关联，远看

只是无限接近。最后由于施工误差，导致两个线段上下交错过于靠近，

削弱了原先设想的张力。

作为公立幼儿园，一方面要严格控制造价，另一方面受限于开发

商的建设速度要求，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我们选择了一些朴实且容

易出效果的材料，如耐看且耐候的钛锌板。在不过度使用材料的前提

下，我们采用了两种颜色的仿混凝土涂料，作为体量与功能的区分，

主要体量是灰色的，流动空间都是暖黄色的，包括北侧的两个楼梯间

外立面、南侧的室外连廊、三角形中庭空间，以及部分运动场地。室

内外也多处使用了玻璃砖，由于消防规范，原本设计的教室之间的玻

璃砖隔断，也必须加上第二道防火墙，影响了最终呈现的效果。

通过简单的材料组合，传达人文、质朴、现代的建筑氛围，清晰

地诠释不同区域和功能的立面关系：混凝土涂料的水墨感、玻璃砖的

朦胧感、钛锌板随时间氧化的自然金属感、水洗石的可触摸感，加上

活动室内的彩色毛毡、木地板、木饰面板、活动场地的图案设计，形

成不同空间场景中更丰富的色彩与材料体验。

建筑学报 2018 \ 07 作品
Works 087086 ARCHITECTURAL 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