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3 第5卷 第8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3,5(8)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61 

职业学校校园规划方法探析——以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为例 

张 捷
1
  王育娟

2
  丁一凡

1
  周朝一

1
 

1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10 

2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10 

 

[摘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形势下实现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推动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措施逐一落地，其发展问题逐步显露。文中从解决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出发，以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为例，从职业教

育需求角度探析职业学校规划设计方法，将产教融合思维融入校园空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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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gorously developing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a to achieve rapid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s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gradually emerging. Starting from solving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article takes Zaozhuang Applied Technology Vocation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methods of vocational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needs, integr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inking into campus spa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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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1.1 发展现状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随着我国经济快

速发展，产业结构上从依赖制造业的经济结构转型为日益

倚重由技术和服务带动的服务型经济，使得受过实践和职

业培训并能快速适应工作环境的优秀人才需求巨大。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职业教育体系，中国

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和模式基本形成，职业教育吸引力、

影响力、竞争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历史性、

格局性变化。 

从 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启动“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到 2022 年《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为职业教育发

展指明路径，再到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

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深

化改革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2021 年，全国职业教育大

会召开，擘画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蓝图。 

时代大潮中，职业教育正乘势而上，在推进高质量发

展中焕发勃勃生机。 

1.2 存在问题 

随着职业教育伴随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日趋相

对完善的配套设施、管理机制、运营体系、组织框架、人岗

匹配顺畅、企业转型升级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成效，但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还存在如下“三度三感”问题
[1]
： 

职业教育在社会层面“认可度”不高：社会面往往认

为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低一个层次，不少职校学生在升学、

就业等方面遇到“隐形门槛”等不公平待遇，强化了人们

对职业教育地位的认知偏差。 

职业教育同产业发展“契合度”较低：职业教育的专

业设置、课程体系、实习实训、技能考核、创新能力等与

产业发展需求还未能实现有效衔接达成同频共振的效果。

还无法从区域产业定位、产业结构、产业特色等角度及时

调整专业设置、技能培育、实习实训、专业技能提升等。 

职业教育与人才需求“匹配度”较低：由于培养目标

定位模糊，有的职业院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未能从学科

教育中独立出来，教育质量尚不能适应眼下技术发展和企

业生产需要，致使学生毕业后难以适应所从事的工作。 

职业教育人才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不高：职业教

育人才无形之中内心背负着一种难以释怀的精神压力和

职业束缚，一叶障目掩盖了职业的光辉和伟大，消沉了对

职业领域深度挖掘的激情和动力，自身专业、技能、创新

优势无法发挥和展现。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U984.14&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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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业教育发展对策建议 

（1）加大法律地位，强化宣传力度，展现发展成果。

通过媒体报道、企业宣传等形式提升职业教育对国家战略、

经济建设、产业变革的重大意义，推动职业教育从“层次”

到“类型”的转变。 

（2）建强校企政沟通机制，优化专业建设，充分结

合企业发展需求，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校企合作，产教深

度融合。 

（3）加快人才角色转变，边强化理论知识边企业岗

位技能提升，实现毕业能上岗，上岗能胜任的局面，强化

双方师资互任互聘制度，加强科技成果产出。 

（4）夯实职业人才综合能力，建立多元化人才评价

体系。优化生产生活环境，提供多元化发展渠道；提升技

术人员待遇，对品德高尚，爱岗敬业，专业素质技能突出

人才授予荣誉奖励。 

这也对职业学校规划方法提出了与传统学校规划差

异需求。 

3 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校园规划设计案例 

3.1 项目概况 

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位于枣庄市市中区，清泉路以

北、青檀南路以东、复兴南路以西、汇泉路以南；本项目

规划可建设用地面积279689平方米。学生人数1.5万人。

地上建筑面积 38.6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4.3 万平方米

（含人防、校园集中设备区、学生宿舍地下室），容积率

1.38，机动车地下停车位 249 辆，地上停车位 177 辆，非

机动车停车数量地上 3900 辆，地下 2100 辆。 

作为市中区“产教融合先行区”最重要的职业学校项

目，将通过职业教育办学向本地区及周边区域提供源源不

断的实习、实训学生和专业技术人才资源。 

 
图 1  项目鸟瞰图 

3.2 规划理念——筑“城”立“院” 

我们力图打造一个以人为本、功能完善、生态和谐、

具有时代感的现代化、信息化、园林化的新校区。能够完

整，准确地体现出学校的办学理念、人文关怀、学术精神、

文化观念、服务意识、世界情怀等在内的学风和文化。 

（1）教育模式思考 

中国教育模式，经历以古代圣贤为中心的户外教育—

—“书院式”教育——发展至“教+学”固定模式的灌输

式应试教育——现代素质教育——未来开放式教育。教育

空间的发展由“单一教室”到开放式的教与学。未来开放

式教育各院系之间关系平等，以公共共享交流空间进行联

系，强调学校教育的社会化和共享化。 

（2）筑“城” 

项目总占地 426.83 亩，以“自成一城”的气势跳出

了现有格局。在前期规划设计中，我们借鉴了《周礼²考

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和“南园北苑，前朝后市”的中国传统城市

营造手法，同时融入本土中原文化符号，试图引古论今，

从城市层面打造属于枣庄的“花园校园”。 

 
图 2  整体空间规划理念图 

（3）立“院” 

学校位于枣庄市市中区，是由教学楼、实训楼等组成

的教学空间组团。起前庭，观后院，书声朗朗而悠远。基

于承古启新的初衷，通过设计延续传统的书院空间序列，

赋形于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校园空间，重塑教学秩序，发掘

空间可能性是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创新学校的设计愿

景。“书院”作为中国传道授业的“大学”之地，也是教

育建筑的空间原型。根植于传统岭南书院的规划格局，确

立了多进主轴与东西院落基本空间形态。设计以“书院气

息”的基调，聚焦未来学校的设计标准和“书院漫步”的

设计理念，呈现典雅端庄的“学院式”建筑风格和“前庭

后院”的中国传统书院布局。一座传统空间形制与现代教

育需求交织的创新式校园，焕然“书院新生”。 

 
图 3  教学空间规划理念图 

3.3 建筑理念——成“方圆” 

基于枣庄城市设计总体风格定位，建筑采用现代简洁、

素雅的整体风格，强调雕塑感、韵律感。简约的手法却并

不缺乏空间上的变化，我们通过建筑体量的交织、穿插、

错动重塑建筑的空间秩序，形成丰富多样的共享空间，以

促进不同功能之间的共享。希望“绿色”是一条衔接各栋

建筑的纽带，使人能够更亲近绿色，让人、建筑、自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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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生。 

（1）鲁班锁 

枣庄是中国工匠精神重要发源地，中华科圣墨子、工

匠祖师鲁班、造车鼻祖奚仲等一大批能工巧匠都诞生在此。 

 
图 4  图书馆内部空间结构“穿插交错” 

校园核心建筑之一图书馆，即以“鲁班锁”为设计理

念。“鲁班锁”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土木建筑固定结合器，

由中间有缺口的木块组成，要拆开或拼合就必须透彻理解

这些木头的结构形式，这种三维的拼插器具内部凹凸啮合，

结构牢固、结实，十分巧妙，衍生了我国古代木建筑、家

具中的榫卯结构，浓缩了充满智慧的工匠精神。图书馆建

筑通过不同空间的“穿插交错”，呈现了异常丰富的内部

空间。整体建筑呈“方”形，方，是规矩，是框架，是做

人之本，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严谨、坚定的精神。 

 
图 5  图书馆效果图 

（2）天干地支 

天干地支，简称为干支，源自中国远古时代对天象的

观测。“天圆地方”不是地平说，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

学思想，天与圆象征着运动；地与方象征着静止；两者的

结合则是阴阳平衡、动静互补。“天圆地方”的设计理念，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货币等方面均有表现。 

 
图 6  博物馆设计意向 

校园核心建筑之一博物馆，即以“天干地支”为设计

理念，由方形建筑基座及圆环形顶部空间组成。在圆环上，

以六十甲子为一个周期，记录校园发展及历史名人，弘扬

未来百年校园文化与精神。另设有校史馆、工匠精神博物

馆，承载学校传统、枣庄文化。同时“圆环”的设计，源

于枣庄传统“玉环”形象，又旨在融入奚仲古代马车的元

素，取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隐喻校园的建设将会

延续枣庄的历史，重塑枣庄的辉煌。 

 
图 7  博物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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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综合体 

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采用“教育综合体”的做法，将

具有共性或联系性的学院或功能用房融合在一起，编织复

合的公共功能结构，提供丰富的共享空间作为偶然性或自

发性的交往场所。同时校园内各类空间形式的介入，给学

校提供了开展丰富多样的非常规课程的教学场地，不同空

间有着不同的空间特质，适合某些活动或主题，而不限于

某个单一用途，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4 景观理念——造“园” 

造园是指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利用并改造天然山水

地貌或者人为地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的栽植和建筑的

布置，从而构成一个供人们观赏，游憩，居住的环境，创

造这样一个环境的全过程。 

（1）玉“如意” 

玉如意是一种象征吉祥的陈设品，常被作为礼品馈赠

友好。常寓意吉祥如意、健康长寿之意。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用“万事如意”“吉祥如意”来送祝福。生活

区景观以玉如意为意向，勾勒出学生活动场地、体育运动

场地、集会休闲场地等，连接东西地块，营造了活泼怡人

的生活氛围。 

（2）“福”海 

“蝠”通“福”。概念型动物的提取和赋意和园林本

身的营造手法不谋而合，蝙蝠图案更在园林中应用颇多。

中国传统园林水面常以“蝠”为造型，有“长寿、富贵、

康宁、好德、善终”五福之意。 

教学区景观湖以“蝠”为设计意向，“蝠”寓意着“福”。

对称的边界与整个校园规划相得益彰，既打造富有人文气息

的自然校园形象，又衬托了校园主体建筑挺拔端正的形态。 

 
图 8  规划总平面图 

4 从职业教育需求角度探析职业学校规划设计

方法 

4.1 产教融合思维指导功能分区设置 

基地位于“枣庄工业的摇篮”市南工业区。基地西北

方向有大量产业集群，以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纺织服装、高端化工等 10 大产业链条为重点，同时全国

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毗邻场地西北角。 

在功能布局上，将实训基地区设置于用地西北角，实

现校内实训基地与周边成熟产业的结合。利用周边成熟产

业，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提供消费环境。校内实训基地

可独立于校园之外，既隔绝周边干扰，又能充分利用成熟

的市场环境，形成教产深度融合区。 

用地北侧近市中区中心，将学生生活区布置于场地北

侧，方便学生实习生活，形成教城综合共享区。整个城市

向南发展，将教学区布置在用地南侧，未来升格本科若需

面积扩张，可向南发展，教学区筑城立院，形成教礼融合

共享区。 

由中心礼仪轴、中心景观轴，景观运动休闲带串联，

形成“两轴一带三分区”的空间规划结构。 

 
图 9  空间规划结构分析图 

4.2 提升“三感”优化空间结构布局 

以人为本，优化学生学习、生产、生活环境，释放学

生精神压力，学生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1）有机共生，步行友好校园 

 
图 10  “玉如意”大型健身步道 

上位规划对基地要求设置不小于 8 万平方米的公共

绿地，设计将其打造成开放式的城市公园，考虑与城市总

体规划衔接，使场地内绿地更积极、更融合。公共绿地、

广场、节点设置于主要功能区之间，形成点线面结合的三

维立体绿化体系。打造步行友好校园，局部设置景观廊桥，

保障校内交通。丰富的绿带联系功能分区，起到学生漫步、

晨跑晨练、全民健身的大型步道。 

（2）将社团活动融入校园公共空间设计 

过调研学生社团相关文献，结合高校社团发展的实践

和经验，针对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办学理念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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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确定高校学生参与的 4 大类别，9 大方向，共计 84

个社团类型以及社团使用面积。充分考虑社团活动场地： 

体育竞技类社团，提供了丰富的球类运动场地和大型

标准室外体育场，室内活动可在风雨操场进行。艺术特长

类社团，设置艺术体育中心、剧场，以及社团活动中心，

使每一个社团都有合适的室内活动场地，同时在室外也设

置多处阶梯式小剧场，便于学生室外演出。文化传承类社

团，鲁班博物馆顶层“圆环”既是校史馆，也为这类社团

提供展演活动场地，同时开放宿舍楼一层作为公共活动空

间，便于学生参加手工活动等。学术专业类社团，在宿舍

楼首层设置了大量读书角、学生活动室。诸如此类，设计

原则即提供室内空间，利用灰空间、校园内灰空间，打造

适合学生聚集的特色场所。 

 
图 11  室外社团活动场所 

5 结语 

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随着新时代中国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职业教育体系愈发成熟，校园规划方

法需要探索更适合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途径。本文从职业教

育的发展与问题出发，探究产教融合对校园规划布局的影

响，提出从优化空间结构及校园公共空间角度出发，融入

全民健身和社团活动，打造具有“获得感、幸福感、荣誉

感”的多元化发展空间。 

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项目设计，是注重职业教育与

传统教育差异的新实践，其现代简洁、开放、共享、绿色

生态的校园环境，必将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产教融合一体

化示范区，为枣庄市加快构建“6+3”现代产业体系、实

现跨越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和人才保障。 

 
图 12  项目夜景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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