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 119

上海万科实验幼儿园

项目设计初衷

幼儿园是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第一个接触的公共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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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筑师也是一个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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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家的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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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空间与环境的关系，是本案在设计初始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核

心议题。张江万科实验幼儿园位于一个狭长的三角形地块。基地南侧为中

环路高架与河道绿化，北侧为高层住宅区，东侧为一座跨河道的车行桥，

西侧则为一栋需要容纳在场地内的区域环网站。要做出一个回应场地限制

条件并符合教育局规范标准的 15 个班全日制幼儿园，这块特殊的基地便

显得极具挑战性。建筑师需要在满足规划指标、使用面积、规范性、安全

性等硬性要求的前提下，在一个相对局促的场地里，创造出符合老师教学

管理、诱发儿童探索心理、满足家长预期的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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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园区

场地面积
6500m2

建筑面积
7300m2

室内面积
5525m2

设计公司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主持设计师
刘宇扬

设计团队
吴从宝 / 吴亚萍 / 陈晗

杨柯 / 文天启 / 朱思宇

摄影
陈颢 / 朱思宇

1- 半围合空间、室外楼梯和东

侧的运动场地

2- 鸟瞰幼儿园周边环境

3- 齐整但不失活跃的北立面，

楼梯间作为独立的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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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的初始阶段，团队内部做了多类型的尝试，包括集中式、组团式、

庭院式。第一轮头脑风暴之后再次审视这些方案时，刘宇扬老师向团队提出

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方案，才是真正适合这个场地的？” 于是设计

出发点又回到如何应对狭窄场地以及现场周边环境。最终呈现的方案，将不

同的功能空间装载于四组串联的建筑体量之中，并在连接之处留出景观平台。

结合了弧形屋面的建筑形态宛如孩子们都喜欢的托马斯小火车，一节一节的

驶入场地之中，并带着孩子们的想象，驶向未来。

幼儿园内部区间的划分

三角形的场地西窄东宽，东侧用地相对宽敞，而且位于十字路口，

环境较吵闹，将活动用地布置在这里，作为嘈杂环境与幼儿园空间

的过渡。建筑体量顺应场地线性排开，采用中廊式的常见紧凑格局，

房间分布南北两侧，中间为三个由西向东逐渐扩大的三角形中庭空

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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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两排体量被分为四段，在城市界

面和景观界面都做了不同的转折处理。

北侧界面设计

北侧的城市界面较为齐整但不

失活跃，幼儿园的围墙没有完全贴

合红线，而是向内设置了多处转折，

在步行道旁留出了驻足的空间，在

入口处后退，留出了家长等候的场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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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墙不仅仅是出于安全要求的设计，

更是建筑与街道之间的缓冲，在低

视角处增加了步行空间的乐趣，形

成积极的连续界面。

而在高视角的建筑界面，将日

常中容易被忽视却频繁使用的楼梯

间，作为独立的语汇提取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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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节奏感，避免狭窄的场地中连

续体量带来的紧张感。在高层住宅

林立的背景前，留给行人和幼儿一

个亲和的街道面，将幼儿园内部的

温馨环境和适宜尺度，也延续至立

面和街道。

4

5

6

4- 鸟瞰四组串连的建筑体量和

弧形屋面

5- 北立面亲和的街道界面

6- 位于北侧的主入口，围墙向

内转折留出等待空间

总平面图

横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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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界面设计

设计在南侧的沿河面布置了 1 个

办公行政组团和 3 个活动室组团，在

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在房子和围墙之

间留出了集中的线性景观绿地。最东

侧的体块后退且扭转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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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侧的体块之间由室外走廊和活动平

台相连，让周边景观渗透进建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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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庭设计

在南北侧的体量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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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公区的小三角，到中间活动室区域的两个中三角，它们和

室外大三角形半围合空间串连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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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庭空间，在多功能厅和位于顶层的大跨度弧形屋

顶活动室内，也开了巨大的圆形天窗，光线洒在地面和墙壁上。

7

8 9 10

剖透视图

北立面图

南立面图

7- 南侧的集中绿地和连廊串起

的建筑体量

8- 活动室前的走廊和中庭空间

9- 阳光透过天窗，穿过色彩明

亮的开洞

10- 多功能厅的圆形大天窗

场地策略：将空间模式适应到三角形场地

空间策略 1：架空形成活动场地

空间策略 2：内廊 + 中庭空间

空间策略 3：屋顶露台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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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设计

为营造室内欢乐活泼的气氛，在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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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模数均参照成人与幼儿的人体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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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门窗模数

三层平面图

二层平面图

一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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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主楼梯间在底层

被放大，增加活动和

交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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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门厅
2- 传达室
3- 晨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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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藏室
14- 室外活动场地
15- 办公室
16- 多功能厅
17- 玩具制作陈列室
18- 图书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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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问答

1. 室内主要使用了什么装饰材料，为什么选择这种材料？ 

室内装饰材料主要包括木饰面板、毛毡、复合木吸声板、木地板、PVC 软性地

板。天然的木料选择符合环保标准。软性地板及毛毡由于质地较为柔软，可以降

低孩子在活动中遇到磕碰时的受伤程度。复合木吸声板可以有效降低噪声，减少

不同活动空间的声音互扰。

2. 室内主要颜色的选择和搭配，营造了什么样的氛围？

室内使用的颜色包括白色、黄色、绿色、原木色等多重色彩，不同空间场景中

的不同的材料组合和颜色搭配，呈现出灵动的气息并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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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身大样图

纵剖面图

12- 活动室前的走廊是孩子们交往的重要场所

13~15- 活动室中的多种材料和颜色

16- 东侧活动室的北立面采用玻璃砖与混凝土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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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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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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