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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词频分析的广东省中小学建筑
设计发展动向研究

陈子嘉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010）

1 研究的基础
1.1 研究背景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数据，自 2017年起，截
至 2021年广东省近五年中小学增长 341所初高中增
长 342所，在近五年里呈明显的增加趋势。伴随着《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的实行，“双减”工作的基本思路得到了明

确，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与学习方式也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变化。在快速的校园数量增长与政策变化下，当下

的校园建设理念与定位成为大量新建中小学建筑设计

的重要课题。

此外，建筑设计的案例文章作为将建筑思想传达

给读者与社会的媒介，是设计人或专家对此项目建筑

设计的高度总结与提炼。为了将自己的设计理念进行

有效的传达，文章中往往会包含着建筑概念，潮流思

考，设计特色等一系列介绍与展示。随着时间，政策，气

候，场地亦或者是地域的变化，不同建筑的案例分析文

章的所描述的重点与关键词都会有所区别，就像我们

可以感受到在商业建筑中更多的会出现“人群”“经济”

等词汇，山地建筑中也常常会出现“高差”“依势而生”

相关词语。

这些对设计描述性的文字，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

承载着设计者在设计时的设计思想的数据库。伴随着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利用词频的统计分析对文字进行

分析来把控关注点与动向也逐渐成熟。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广东省近年中小学校园设计描

述语言的词频分析[1-2]，把握近年各年度设计的重视方

向，将这些文字作为资料进行量化后对潮流或特征进

行分析，把握其一定的发展动向与政策带来的影响，总

结设计特征为后续的广东省中小学设计起到提示、参

考的作用。

在研究方面，虽然在其他领域中被广泛利用，目前

词频分析相关论文已经到达了一个稳定阶段[3]，但在建
筑研究领域里，利用词频分析对中小学建筑潮流分析

还相对较少，本研究也为后续研究者把控学校发展动

向提供思路方法，弥补在此研究领域中的研究空白。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新时代中小学建筑设计案例与评析（第三卷）》[4]

（后简称此书）一书由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修龙、中国

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孟建民以及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

师郭明卓担任顾问，选定了两广（广东、广西）地区中小

学校园优秀建筑设计案例，其中涉及广东省中小学案

例 62 例，是近年较为全面、优秀、权威的案例评析书
籍。另一方面，此书的文字说明中较为的统一按照设计

理念，设计原则与专家评语进行了规范的编辑，可以更

加清晰地对文章进行分析。

本研究将此书籍广东省内建设的佛山 LEH国际学
校等 62例学校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抽出，此书中广东省
以外的设计案例不在此次研究范围之内。

2.2 文章获取范围的界定
此书中对设计的文字性描述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包括设计基础资料（设计单位、面积等）、设计理念，分

析图说明及专家评语。在本研究主要为了研究设计理

念的发展动向，而基础资料部分并不包含相关内容，会

摘 要：本研究通过抽取近年广东省中小学设计案例的文章与点评,对基本概念、空间环境、外
观设计、功能属性与教育模式的五大专项的常用词汇的词频进行分析,总结广东省中小学建筑设计
发展动向与特点,为全国中小学方向的建筑设计从业者在广东的中小学设计实践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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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东省中小学设计领域自定义词
基本概念 空间环境 外观设计 功能属性 教育模式

中心，传统，绿色，岭南，社区，
尺度，文化，通风，采光，容积
率，生态，结构，共享

城市，入口，地形，院落，庭院，
高差，采光，高密度，架空层，
绿化，轴线，楼梯，廊道

立面，屋顶，盒子，形象，形
态，造型，色彩，颜色，体量

教室，教学楼，操场，广场，体育
馆，道路，宿舍，书院，班级，接
送，礼堂，课室，跑道，美术，音乐

教学，活动，交流，师生，发展，
生活，模式，管理，高效，自由，

多样化，活泼，开放

图 3 各年度中小学设计的词频比例比较

图 2 全案例前 20位词表词汇各项比例

导致大量无效数据。另一方面，由于有一些案例并不包

含分析图的文字描述，这可能导致含有分析图描述的

案例关键词增多。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文章获取范围为案例中的设

计理念以及专家评语部分，其他文字及标题不在获取

范围之内。

2.3 广东省中小学设计领域的自定义词表构建
根据广东省中小学设计基本的规划原则，以及相

关经验，可将中小学设计领域相关实践方向分为基本

概念、空间环境、外观设计、功能属性、教育模式、五大

专项，并对各专项的常用词汇进行整理总结，可得到广

东省中小学设计领域的常用词（表 1）[5]。

2.4 项目的分类
本研究中以案例的设计完成时间为基准点，将项

目分为 2020年度、2019年度、2018年度、2017年度及
2016年以前年度五类，来分析与时间的关系特征。
2.5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将文章的文字提取后利用新兴的 AI分
词软件微词云对研究对象内的自定义词表单词进行提

取与统计，获得每个单词的出现次数与词频。再将各专

项的词汇进行统计并对比各年度的差异。

3 广东省中小学建筑设计发展动向分析
3.1 广东省中小学特征总览

近年新建中小学的词表词汇中，教学、活动与城市

为出现次数最多的前三位（图 1）。其中“教学“作为学校
的基本职责，在建筑设计中最被广泛考虑，也可以理解

为在优秀的校园设计中，“教学”作为一种基础，是要进

行充分考虑的。第二位“活动“出现次数达到了 124次，
可以认为”活动“是学生对于“教学”以外在校园中主要

的行为，根据侧重的行为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空间

形式，形成独特的校园特色。第三位“城市”，学校作为

一种公共建筑，承担着社会责任与城市的发展，也是城

市重要的形象表现，积极考虑学校与城市的关系可以

认为是中小学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前 20位高频词汇中，32%的词汇出自于空间环境
专项，包括“城市”“庭院”“入口”“院落”“高差”“地

形”。其次基本概念和教学模式分别占到 21%（图 2）。占
比最低的为外观设计，仅有“立面”和“体量”两个词汇。

可以认为，中小学建筑设计中比较收到关注的点为空

间环境方面，包括对场地环境的问题解决与入口、庭院

等重点空间的打造。在外观设计方面立面与体量是需

要重点关注的方面。

3.2 各年度中小学设计的词频比例比较
图 3为各年度中小学设计的词频比例比较。将各年

度各专项词频抽出后，由图 3分析比较可得以下结论。

（1）自 2016年起，广东省中小学设计中对于教育
模式的探究与关注整体呈上涨趋势，回归对于“教学”

本身的关注，在新的建设中通过配合提升教育方式，打

造活动教学空间，提倡多样化。例如 2020年设计完成
的佛山市南海区梅沙双语学校，在融合中西文化精髓，

推进育人方式和学习空间变革需求的背景下提出“游

园社区”设计概念，使学校从简单的教学场所演变成多

图 1 全案例前 20位词表词汇
词表词语

研究园地

185



大 科 技
2022年 10月

样体验的游乐场，打造寓教于乐、多元复合的学习生活

场所。

（2）在外观设计专项中，其包含的词汇比例呈较明
显的整体下降趋势，至 2020年时已较多的低于其他专
项。其中，在 2016年度里“立面”在词表中的出现次数达
到了当年度的第一位（图 4）。可以认为，随着近年广东省
中小学设计实践的不断积累，对于外观设计的宣传与表

达已经不是对于方案评价的重点，设计者与专家的视点

逐渐向教育模式等内在内容转移。另一方面，由于近年

的案例外观在观感上并没有明显的质量下降，也可以认

为随着广东省优秀的中小学设计不断出现，外观设计已

经逐渐成为一种基础要求而不需特意提及。

（3）空间环境在各年度的表达中比例与走势都接
近平稳，无明显的大型波动。可以认为广东省中小学设

计中，空间环境的相关内容一直以来都是设计者重要

的课题。也可以看到在各个年度的案例中，都能找到类

似的院落空间，以及对入口空间的讨论。

同时，考虑到中小学的国家标准以及基本的教育制

度与模式，中小学建筑设计的空间环境的表达往往会

依赖于庭院、架空层与楼梯廊道进行设计，虽然可以创

造出丰富的空间环境，但却一直没有能推广新的空间

环境应用，这也致使了教育模式的探讨在增长但配合

教育模式的空间环境却迟迟没有变动，这可能也可以

理解为空间环境词频比例平稳的消极原因。

（4）功能属性专项近年为一个先升后降的趋势，
2017—2019年比较平稳，在这三年中对于教室的摆放
与其功能有较多的研究，其中 2019年设计完成的龙华
区第二外国语学校中散落的教室，让学生课余的焦点

集中到动手实践的场所上，其间穿插的小角落和家具，

让学生也拥有自己的自学、排练、动手创造的场地，将

功能的范围进行了延伸。

（5）基本理念部分变化较小，较有上升趋势，属于
建筑设计的基本表达。在图 5、图 6可以看到基本概念
的侧重点会有所变化，在 2018年“岭南”作为概念关键
词明显较多，而 2020年“社区”作为基本概念进入了当

年度的词频前十位。可以认为，在广东省中小学建筑设

计中当年度的基本理念侧重会有所不同。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广东省中小学建筑设计案例的词频分

析，从基本概念、空间环境、外观设计、功能属性、教育

模式五个方面，分析了广东省 2016—2020年五年间的
发展动向。为后续全国从事中小学建筑设计者在广东

省的方案理念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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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6年及以前年度中小学设计词表词语出现次数前 10位

图 5 2019年度中小学设计词表词语出现次数前 10位

图 6 2020年度中小学设计词表词语出现次数前 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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