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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特殊教育学校设计趋势

特殊教育学校相对于普通教育学校的特殊性, 引发了

当代国内特殊教育学校对建筑设计新趋势的思考。随着社

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对于无障碍的发展越来越重视,

相信未来我国无障碍的发展前景会是很光明的, 但做好无

障碍设计,要做到以下两点：

1.1人性化

根据全纳教育理论, 要求我们给残疾儿童构筑一个像

家一样的学习环境,从学校的选址到单体、环境等多方面考

虑, 重点描写了人性化趋势下特殊教育学校设计的新趋势,

以及新趋势下设计原则及设计重点。这就要求我们,特殊教

育学校作为一种独立、特殊的建筑形式,光有技术规范及设

计手册是显然不够的。特殊教育学校的设计应该从人性化

和人本化出发,挖掘他们真正的诉求。展现以人为本的建筑

设计理念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亦是建筑设计的本源,更是设

计师不可推卸的使命。

1.2适用性

与一般的公共建筑类型相比, 特殊教育学校具有一定

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服务对象主要为残疾儿童。因此,在特

殊教育学校的规划与设计中, 要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特殊

需求,从功能布局、交通组织、卫生设施、安全防护、建筑造

型及色彩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营造良好的教学条件、生活

氛围和生活环境, 使他们尽可能地和其他儿童一样健康成

长。

2特殊教育学校公共空间无障碍设计策略

2.1感知无障碍设计策略

我国特殊教育学校中尤其缺乏感知无障碍的室外活动

空间, 教育发达国家倡导的感官花园等手法对此很有大启

发。

(1)利于三类学生开展室外活动及感官训练的感官花园

设计利用声音、色彩、气味、材质等营造听觉、视觉、嗅觉、触

觉等感知变化的感官花园, 可为特殊学生提供利用多感官

获得信息的场所,确保学生活动安全,缓解情绪与行为障碍。

(2)利于三类学生感官训练及情绪舒缓的降噪设计。由

于噪声对听障学生及部分智障学生来说极为痛苦, 会干扰

视障学生的听觉选择, 故学校在布置学生活动场所时应尽

量避免临近噪声较大的街道, 同时利用宽阔的临街绿化带

及隔声墙的方式减轻噪声干扰,将噪声干扰将至最低。

(3)便于视障学生使用的无障碍卫生间与通常所言的无

障碍卫生间不同,由于视障学生难以观察到坐便是否干净、

安全,故卫生间中宜采用蹲便,且应采用手动冲水装置,并统

一学校所有冲水装置的开关位置,便于视障学生使用。

2.2社交无障碍设计策略

特殊学生在社交中往往存在一定障碍, 在校园公共空

间设计中, 依据残障学生各自的交流需求为社交活动营造

无障碍空间环境,培养社交的主动性。

(1)针对三类学生交流特点的座椅设计围合式座椅有利

于形成热烈的交流氛围,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以加强特

殊学生视觉信息的获取与视线的交流。听障学生近距离便

于相互可清晰地看到对方的手势与面部表情, 智障学生较

近的距离利于注意力的集中, 视障学生近距离便于利用残

余视力观察对方的肢体动作等。故特殊学生社交使用的座

椅最好采取围合式设计。

(2)针对听障及视障学生交流特点的光线设计对于听障

学生而言, 合适的光线范围及光照强度有利于在交流中观

察对方的手语及面部表情。对视障学生而言,充足的光照利

于有残余视力的视障学生开展交流, 观察对方的肢体语言,

且光线尽可能为柔和的漫射光, 在室外应有适当遮阳避免

过强的光线刺激,对学生视力可起到保护作用。

(3)针对听障学生交流特点的加宽道路及边缘提示设计

为方便同行的听障学生进行手语交流, 人行道路的宽度需

要以 2人为一组进行设计；为方便对面人流的通过,道路宽

度应为 2组人流通行宽度。道路边缘采用卵石或其他触感

差别明显的材料铺设提示带, 可在听障学生手语对话时提

示边缘,保障他们的安全。

(4)针对听障及视障学生交流特点的环境色彩设计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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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对待那些需要帮助的群体是评价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尤其是小孩、老年人和残疾人。建筑在人类的日常生

活中无处不在,而建筑师有责任将整个社会打造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设计师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

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是其中更为特别的弱势群体,我国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主要包括视觉障碍、听觉障碍与智力障碍三

类,本文从特殊学校无障碍无障碍设计要求、设计趋势、公共空间无障碍设计策略三个方面浅要分析无障碍设计在特殊教育

学校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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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周边的环境色彩, 尤其是竖向围合的界面采用较深的

颜色可以加强与人体肤色的对比, 突出交流者的动作与表

情, 使听障学生更易看清交流过程中对方快速的手语及变

化的面部表情。

2.3通行无障碍设计策略

通行无障碍是我国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无障碍设计策

略。

(1)校园中的主要交通流线应简单明确,有助于学生从

校门便捷到达主要空间；各空间应在形状、色彩、尺度、小品

摆放、地面或墙面触感等方面有明显差别,便于学生的空间

定向和定位。

(2)通道设计。①坡道设计针对所有特殊学生,坡道比楼

梯更加安全方便,也更利于消防疏散,狭窄的或“之”字形的

坡道会给特殊学生带来不便。使用单向坡道可令其活动更

加顺畅,避免因大角度转弯带来不便和碰撞,方便其交流与

行走同时进行。②转角设计室内墙壁的转角处,宜采用更有

利于增强视线通透性的弧形或折线形转角；室外通道的转

角处,则要避免尖锐小角度的转角,采用直角或钝角以避免

碰撞等事故的发生。③平道牙设计室外道路边的道牙应采

取平道牙的设计,避免小高差引起的磕碰等安全事故。

(3)针对三类学生的触觉感知设计触觉感知设计手法主

要有 3种,一是地面触觉感知设施,二是振动感知设施,三是

手触式感知设施。地面触觉感知设施盲道对于视障学生行

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是使用最普遍的通行无障碍设施。盲

道有引导和警示的双重作用, 利用触觉感知可帮助视障学

生定位与行走。此外,对视障、听障和智障学生,在不同的区

域使用不同材质的地面材料, 或在不同区域之间及踏步边

缘处设置触觉感知带加以提示, 对其空间定位及行动安全

十分有帮助。振动感知设施采用弹性地面材料,如实木地板

等, 可在有人经过时通过微小的振动提示视障和听障学生,

保障通行安全。手触感知设施盲文和触感图案标识是主要

的手触式触感标识,可以辅助视障学生获取信息、认知方位,

最常用的是扶手末端的盲文触感标识、室外环境触感地图

等。

(4)针对视障学生空间定位障碍的声音反射表面及环境

色彩设计。①声音反射表面设计视障学生需要利用声音的

反射帮助其空间定位、行走安全,避免碰撞等事故发生,故公

共空间中应减少使用吸声材料。②环境色彩设计不同空间

或不同界面宜采用不同的颜色与材质, 强调空间和界面的

变化,更利于视障学生的空间定位,如地面与墙面的色彩、盲

道与周边铺地的色彩等。此外,道路尽端、视障学生经常使

用的门扇及各类场所标识宜应采用与环境色对比强烈的鲜

艳色彩,以利视障学生利用残余视力帮助定位与行走。

(5)针对听障及智障学生感知范围的镜面设计镜面的视

线反射可帮助学生看到身后与转弯处的景象, 对无法用视

听信息综合定位的听障学生及听觉弱敏的智障学生, 通过

设置的镜面可在身后有人靠近时起到提示与警示作用,转

角处设置的镜面可避免碰撞事故的发生, 对视觉信息的捕

获有很好的延伸效果。

(6)利于三类学生安全的可视化空间设计特殊教育学校

公共空间的可视化设计主要包括可视入口、可视电梯和可

视走廊。这些对保障学生安全、调整空间定位、舒缓不良情

绪、增加室内自然采光等非常有效。①可视入口主要是设置

带有可视窗的门和使用透明材质的门, 不仅便于听障及智

障学生出入时观察内外景象,避免碰撞事故的发生,且利于

教师、家长等观察室内情况,及时给与帮助。②可视电梯指

内外视线通透的电梯设计,对于特殊学生非常重要。一方面,

教师及管理人员可及时发现电梯内学生的异常情况, 如晕

倒或不慎将自己关入电梯；另一方面,学生通过运动的电梯

向外观看,可提供有趣的观察视角,还可减轻狭小封闭空间

造成的压抑感；此外,对听障学生而言,可视电梯还可方便手

语交流。

3结束语

障碍设计是残障人群使用的空间环境设计的重中之

重,它能为我们特殊教育学生创造更有利于康复身心、自理

自立的无障碍校园空间环境。同时无障碍环境不能仅仅局

限于硬环境的无障碍,同时也应该重点强调“观念”这个软

环境的无障碍,每一位公民都应该从根本上认识到,残疾人

一样有正常人需要的尊严和权力, 如果人们不改变对残疾

人的忽视乃至歧视, 就不可能实现完全彻底意义上的无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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