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咖啡馆建筑设计方案 建筑设计方案
(优质5篇)

“方”即方子、方法。“方案”，即在案前得出的方法，将
方法呈于案前，即为“方案”。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
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方案应该怎么去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咖啡馆建筑设计方案篇一

活动目标：

1.引导幼儿尝试用两种颜色的纸条进行交插编织，并利用这
种方法进行编织花朵。

2.体验交插编织的有趣，喜欢编织活动。

活动准备：

固体胶，各种彩色同样长度的纸条，事先画好花杆的绘画纸
每人一张，事先编织好的一朵花，枯萎的花园图一张。

活动过程：

一、导入，激发兴趣

1.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朵特别的花，我们一起来看看跟我们平
时花园里看到的话有什么不一样？（教师出示编织的小花）

2.引导幼儿仔细观察充分说出自己感受。

3.这朵花的编织方法跟以前的编织方法一样吗？有什么不一
样？



二、学习花朵的编织方法

1.师：以前的编织方法叫穿插编织，今天我们要来学另外一
种新的编织方法叫交插编织。引导幼儿说说编织方法的名称。

2.引导个别幼儿上来尝试交插编织花朵，教师边指导边帮助
幼儿理解交插编织的方法。

3.教师重点指导先用同一种颜色平行放好在一头固定，然后
用另一种颜色进行穿插编织，固定在固定好的颜色纸条的中
间，花朵就完成了。

三、幼儿操作

1.出示枯萎的花园图：小兔花园里的花都枯萎了，他很伤心，
我们一起来帮助他把花在种起来吧，看看谁种的花最多。

2.幼儿进行操作，教师提醒幼儿用两种颜色进行编织，一种
颜色的纸条固定后，另一种颜色的纸条编织时要编织在纸条
的中间。

3.教师观察幼儿操作，对个别幼儿进行指导。

四、作品欣赏

小兔的花园里又有了许多漂亮的花朵，他真开心呀！你觉得
那些花最漂亮呢？

咖啡馆建筑设计方案篇二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地的学校都在
完善校内的教学资源以及进行学校校区规划建设。对于中学
学校的建设来说，合理的校区规划能够为学校的教育提供更
加良好的教学环境，能让学生在舒适整洁的校园学习。本篇



文章从中学校区现阶段的情况为主要依据，讨论如何设计出
符合中学学校发展的建筑规划方案。

关键词：中学校园；规划重点；设计前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学校园的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国家及
教育部门也在不断的加大我国教育的投入，在加大投入的同
时就要不断改进中学校园的建设，使之与其相对应。目前的
许多中学校园都面临着扩建校区的问题，为使中学校园的建
设符合现代校园要求，在未进行中学校园改进时，要先行做
好校园的规划设计，以确保中学校园的设计能够符合新时代
的中学教育。

1现阶段中学校园的规划问题

随着新课改的实行，我国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教育模式
都有所改变，但是，现阶段许多的中学校园建设依然存在问
题，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其一，盲目扩大规模，过分攀比，
没有注重校园土地的利用；其二，校园的规划设计过于表面
化，没有落到实处；其三，对于校园内的区域环境、人文因
素考虑不周全；其四，建筑的标准普遍过高，没有考虑到经
济的合理利用等等情况。这些情形都对中学校园的建设起到
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2建设中学校园的规划重点

2．1重视指导思想的确立

第一，校园是育人的载体，是学生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场
所。校园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地方，需要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
的成长环境，让学生拥有健康的体魄，并且培养学生独立自
主的意识。中学校园的建设要带有积极的、知识性强的风格，
让校园成为一个有趣的室外课堂，让学生在大自然中体会到
学习的乐趣。因此，在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打造多样化的教学



空间。第二，重视校园环境的感染力。在新阶段的校园建设
中，要打破传统建设校园的思维，不能过分的追求规模化，
而要追求寓教于景的校园建设。学校是固定的育人场所，在
建设中需要有景观元素，这种景观元素不是固定的、单一的，
但是一定要有积极向上的意味，并且让人看了能够感觉到朝
气，起到带给人们启迪的作用。另外，在建设的过程中，要
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统一的设计目标，在立意上要新颖，要
切合校内实际，使学生行走在校园中能够从环境中得到启示，
进而树立远大的理想。第三，简洁明了。在中学校园的建设
中，要凸显出时代的气息，校园环境要以清新、自然、优雅、
怡人为佳，与此同时加入现代化的'建筑设计语言，以新颖的
构思展现出时代的新风格。第四，凸出特色性设计。主要是
指在建设过程中有效的利用校园内的地形，进行树木、花朵
的种植，让校园看起来有活力，不似以往那么单调、枯燥。
第五，景观设计。校园的建设要增加绿色植被的种植，以期
减少学生及教师的压力，让人们能够在校园中得到放松；除
此之外，绿色植被以及花朵的点缀会营造一种良好的人文空
间，在表现上要更加注重自然美及意境美，让校园中充满活
力。

2．2制定规划的原则

首先，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校园的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人类
服务的，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在学习之余能够放松心情，使人
的身心得到休养，利用校内原本的地形或植被达到人与自然
和谐统一的目的，打造出更加人性化的校园空间。其次，要
进行合理的规划，也就是在建设过程中，对于教学区、宿舍
区、教师休息区等等的建设要根据学校的地形来确定，在不
影响学校绿化建设的同时，要以学校的整体绿化方案为依据，
进行学校的建设。最后，在建设过程中要加强文化艺术的融
合。自古以来，水源是形成环境和文化的重要因素，环境依
托水源而得到发展，水源为环境提供了养料。因此，在中学
校园的建设过程中要注重意境的建设，对于人文景观的建设
要符合校内的环境。



2．3正确处理校园规划与人文历史间的关系

中学校园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学校的整体教学面貌，同时也
是学校治学思想和校园文化的体现。中学校园建设过程中要
避免片面性问题的存在，要重视空间设计的合理性，保护历
史遗产，给人们带来完整的视觉享受。中学校园的建设要对
学校的教学宗旨进行深刻理解，在建设时要注重传承与创新，
不断发掘中学校园内的文化元素，让学校的独特的语言同学
校的土地空间有机的结合，在尊重原始地形及生态环境的基
础上建设中学校园。

2．4把握校园户外空间尺寸

合适的尺度能够完美的展现出建设造型。中学校园的空间尺
度应该与学生和教师的心灵感应相通；人为的空间设计是为
更好的服务人类，为了更好的适应师生的日常生活，要结合
其所需的精神文化来进行建设。合理的利用围合空间、开放
空间、半开放空间来建设出有层次、轴线分明的校园，让校
园的文化和校园的建设更加人性化。

咖啡馆建筑设计方案篇三

建筑设计：是指用户对功能的要求，具体确定建筑形式、结
构形式、建筑物的空间和平面布置以及建筑群体组合的设计。

(一)建筑设计方案技术经济评价的基本要求

(1)适用和经济的统一。建筑设计必须贯彻“适用、经济、在
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设方针，它是评价设计方案的基
本准则。

(2).美观和经济的统一。

(3).要有可比性。对不同设计方案进行使用、经济和美观方



面的比较时，要注意方案

的可比性。

(4).突出主要指标。

(二)建筑设计的技术原则

城市住宅和公共建筑设计应遵循的技术经济原则是：

(1).严格执行国家设计规范；

(2).执行国家有关的建设标准；

(3).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

(4).合理利用土地；

(5).满足使用功能要求，保证方便生活，方便工作；

(6).正确处理使用、辅助、交通三大部分关系，对建筑空间
进行合理组合，优化设计；

(7).正确处理装修构造和选择设备标准；

(8).满足卫生、防火、日照、通风和安全疏散的要求；

(9).正确选择结构形式和建筑材料，降低工程造价，缩短建
设工期，提高工程质量。

1.2、建筑设计方案的技术经济评价

评价时可做出评分标准，由专家评出分值，一般以分值高者
为优；社会资源消耗类指标基



本为可计量指标(定量指标)。评价时可计算出数值大小，一
般以小者为优。常用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有：计算费用法，
多因素评分优选法。

(一)计算费用法

最小费用法有两个评价指标：c年和c总。c年表示设计方案在
投资回收期内平均每年的年成本，包括投资成本和年运营成
本；c总表示设计方案在投资回收期内的总成本。

对多方案进行分析对比时，采用的计算费用法较简便。其数
学表达式为：

c年=k×e+v

c总=k+v×t

式中，c年―年计算费用；c总―项目总计算费用；k―总投资
额；v―年运营成本；t―投资回收期；e―投资效果系数(它是投
资回收期的倒数)

例8、某建设项目有3个设计方案，其已知条件是：

方案1：投资总额k1=万元，年运营成本v1=400万元；

方案2：投资总额k2=2200万元，年运营成本v2=350万元；
方案3：投资总额k2=2400万元，年运营成本v2=300万元；
标准回收期t为5年，投资效果系数e=0.2，优选出最佳设计方
案。

c总=3900万元。

由以上计算结果可见，方案3的计算费用最低，所以方案3是
最佳方案。



(二)多因素评分优选法

多因素评分优选法，就是对需要进行分析评价的设计方案设
定若干个评价指标和按其重要程度分配权重，然后按评价标
准给各指标打分，将各项指标所得分数与权重相乘并汇总，
便得出各设计方案的评价总分，以获总分高者为最佳方案的
办法。但关键是要正确地确定权重，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s――设计方案的`总分；si――某方案在某评价指标的评
分；

wi――某评价指标的权重；i――评价指标数，i=第一文库
网1、2、3??。

1.3、居住建筑设计方案的评价指标

咖啡馆建筑设计方案篇四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有感情地朗读、背诵这首诗歌，体会其形象化的语言，联系
生活实际及个人经历，理解诗歌的主旨。

能力目标：

模仿课文的写法，写短小的诗句。(仿写)

情感目标：

树立为远大的理想而奋斗的信念。

教学重点：



朗读训练，整体感知课文，把握诗歌的结构，理解诗歌的主
旨，赏析诗歌的语言。

教学难点：

反复朗读这首诗歌，讨论、理解诗歌的主旨。

教学方式：朗读教学法。

教学媒体：多媒体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第1课时

一、导入新课：1、导语：同学们，在第一单元里，我们研讨
过现代诗《在山的那边》。诗人在诗歌中写道：“在山的那
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这里的“海”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理想的'境界。有了理想，有了追求，一个人就会不畏劳
苦地向着一个目标前进。那么，什么是理想的境界呢？人生
为什么要有理想？我们应当树立什么样的理想？如何才能实
现自己的理想？著名诗人流沙河的哲理诗《理想》，同样
会“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2、作者：流沙河，原名余勋
坦。四川金堂人。1931年11月11日生在成都。中国作协理事、
四川作协副主席。作品出版20种。二、朗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范读2、正音、正字蜕饥寒离乱缀连远行倔强洗濯玷
污怨恨扒窃诅咒浓阴海天相吻3、释词寂寥浪子回头碌碌终生
绝处逢生可望不可即4、学生默读，感知课文内容：(1)理想
究竟是什么？(2)理清文章脉络(带领学生边读边理清每一节
的主要内容)第l节，总说理想是前进的方向；在全诗中起到
统领的作用。



第2节，理想有时代性，理想有层次性。

第3节，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理想，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第4节，理想使人明确方向。

第5节，理想给人力量。一是乐观，二是斗志，三是活力。

第6节，为崇高的社会理想而奋斗，就顾不得个人发财，也顾
不得种种个人利益，他所获得的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幸福感，
理想实现后的喜悦，牺牲的是其他个人利益。

第7节，理想所追求的是社会的温饱、文明、安定、繁荣等等，
而不是个人荣誉。

第8节，理想对人生的意义。

第9节，理想对人生的意义。

第10节，要把理想视为生命。

第11节，正反对比，突出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

第12节，鼓舞人们树立理想，为理想而奋斗。

(探究此诗脉络)第l节，总说理想是前进的方向；在全诗中起
到统领的作用。

2、3两节“理想的历史意义”;

4、5、6、7节“理想的人格意义”;

8、9、10、11节“理想的人生意义”。

第12节，鼓舞人们树立理想，为理想而奋斗。



四、这首诗歌的主旨是什么？从哪可以看出来？(学生默读后
小组讨论，回答，互相补充)要点：鼓励人们树立远大理想，
并为之奋斗。

五、作业：抄写字词完成学探诊第六课1-8题

第2课时

一、语段赏析

1、语言运用并交流(仿照第一诗节，写几句话)教师示例：爱
心是风，卷来浓密的云；爱心是云，化作及时的雨；爱心是
雨，滋润久旱的树；爱心是树，为你撑起绿阴。2、修辞训练
这首诗运用了大量的比喻，贴切而又生动，使抽象的事理形
象化。教师应指导学生深入体会，学习掌握，提高想像思维
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第1节四个比喻，喻意是什么？不必
孤立地体会每个比喻的喻意，从石到火，从火到灯，从灯到
路，四个比喻是连环的，这在修辞手法上又叫“顶针”。前
两个比喻为第三个比喻作铺垫，诗意主要在后两个比喻
上。“黎明”指理想境界。漫漫黑夜里，理想指示了光明的
方向，所以说“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
走到黎明”，可见，这一节的意思主要是说，理想是前进的
方向。联系实际，就很好懂。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
的先进分子树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这个理想像灯一
样，照亮了夜行的路。这个理想像路一样，引中国人民走到
光明的新中国，引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前两个比
喻，从星星之火，到点燃熄灭的灯，说的是理想传播的过程，
例如李大钊等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共产主义理想在中
国是星星之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传播，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指导思想，就有如一盏明灯了。到达理想境界的征途是
漫长的，一次次失望是折磨人的。理想的实现给人带来美好
的新生。

(教师或同学指明一些事物，让大家打比方，进行修辞训练，



看谁表达得形象生动)

三、质疑和交流：

同学们，我们朗读、研讨和赏析了这首诗歌，掌握了诗歌的
基本结构，理解了诗歌的主要内容，体会了诗歌的形象化语
言，并深入地谈了学习体会。理想犹如航标灯，它指引着我
们的人生之旅。愿大家从小树立崇高的理想，并为实现自己
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我想，一个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精
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五、作业：

1、完成学探诊第六课10-15。2、仿写练习：例句爱心是风，
卷来浓密的云；爱心是云，化作及时的雨；爱心是雨，滋润
久旱的树；爱心是树，为你撑起绿阴。

板书设计：理想(流沙河)

脉络：总----第l节，总说理想是前进的方向。分----2、3两节
“理想的历史意义”;4、5、6、7节“理想的人格意
义”;8、9、10、11节“理想的人生意义”。总----第12节，
鼓舞人们树立理想，为理想而奋斗。

教学反思：

初一学生读这首诗，一方面要充分调动他自己的人生体验，
另一方面也需要联系一些典型事例，去领悟诗句的含义。在
学习的过程中，要强调朗读的重要性，要多读，多理解基础
上的有感情的朗读。

咖啡馆建筑设计方案篇五

括建筑功能指标和社会资源消耗指标两大部分，主要参考指
标如下：



(一)平面指标

平面指标用以评价平面布置的紧凑性和合理性。

1.平面系数k1=居住面积/建筑面积(%);

2.平面系数k2=居住面积/有效面积(%);

3.平面系数k3=辅助面积/有效面积(%);

4.平面系数k4=结构面积/建筑面积(%)。

(二)建筑周长指标

这一指标是墙长与建筑面积之比例。

1.单元周长指标=单元周长/建筑面积(m/m2);

2.建筑周长指标=建筑周长/健筑面积(m/m2)。

(三)建筑体积指标

这一指标是房屋体积与建筑面积之比例，是评价层高的指标。
建筑体积指标=建筑体积/建筑面积(m3/m2)

(四)人均、户均造价指标

这一指标是总造价与总人数及总户数之比例。

(1).人均造价指标=建筑总造价/居住总人数(元/人);

(2).户均造价指标=建筑总造价/总户数(元/户)。

(五)面积定额指标



面积定额指标用于控制设计面积，每户建筑面积一般应根据
国民经济水平制定控制指标。

(1).人均建筑面积=建筑总面积/居住总人数(m2/人);

(2).人均居住面积=居住总面积/居住总人数(m2/人);

(3).人均使用面积=使用总面积/居住总人数(m2/人);

(4).人均有效面积=有效总面积/居住总人数(m2/人);

(5).户均建筑面积=建筑总面积/总户数(m2/户);

(6).户均居住面积=居住总面积/总户数(m2/户);

(7).户均使用面积=使用总面积/总户数(m2/户);

(8).户均有效面积=有效总面积/总户数(m2/户);

(9).户均面宽指标=建筑物长度/总户数(m/户)。

以上指标中，有效面积指建筑平面中可供使用的面积；使用
面积指有效面积减去交通面积；结构面积指建筑中结构所占
的面积；建筑面积指有效面积加上结构面积(层高2.2米以下
不计建筑面积);建筑体积包括屋顶及地下室体积。

1.4、居住小区设计方案的评价指标

居住小区设计方案的经济评价，主要是考察设计方案是否保
证居民基本的居住生活环境，使用土地和空间的经济、合理
和有效性。评价时应考虑：人口与建筑密度、建筑群体的布
置、建筑层数和间距、公共建筑、小区道路、管网、绿地的
布局等，常用几项密度指标来衡量。居住区的主要综合技术
经济指标如下：



(1).居住区用地，指住宅用地、公建用地、道路用地和公共
绿地等四项用地的总称；

(2).容积率=地上建筑总面积/居住区用地总面积(%);

(3).住宅平均层数=住宅总建筑面积/住宅基底面积(层);

(4).高层住宅比例=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住宅总建筑面
积(%);

(5).中高层住宅比例=中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住宅总建筑面积
(%)：

(6).人口毛密度=居住人口数量/住区用地面积(人/公顷);

(7).人口净密度=居住人口数量/住宅用地面积(人/公顷);

(8).住宅建筑套密度(毛)=住宅建筑套数/居住区用地面
积(套/公顷);

(9).住宅建筑套密度(净)=住宅建筑套数/住宅用地面积(套/
公顷);

(10).住宅面积毛密度=住宅建筑面积/居住区用地面积(m2/公
顷);

(11).住宅面积净密度=住宅建筑面积/住宅用地面积(m2/公
顷);

(12).建筑面积毛密度=各类建筑的建筑面积/居住区用地面
积(m2/公顷);

(13).住宅建筑面积净密度=住宅建筑基底总面积/住宅用地面积
(%);



(14).绿地率=绿地总面积/居住区用地面积(%);

(15).拆建比=新建建筑总面积/原有建筑总面积；

(16).土地开发费=前期工程投资/住宅区用地面积(万元/公
顷);

(17).住宅单方综合造价=建设总投资/住宅建筑面积(元/m2)。
其中，前期工程投资包括征地、拆迁、各种补偿、平整土地、
敷设外部市政管线设备和道路工程等各项费用。

建设总投资包括土地开发费用，居住区用地内的各类建筑、
道路、市政管线、绿化等各项工程建设投资及必要的管理费
用。

1.5、公共建筑设计方案的评价指标

公共建筑是人们进行社会生活的活动场所，公共建筑类型繁
多，功能各异，但技术经济指标是有一定共同性的。评价时
应考虑建筑空间布局、建筑造型、功能分布、人员流线及交
通组织、自然通风、采光、照明、空调、结构、环境等方面
的因素。按公共建筑的特点，评价指标包括满足社会需求和
社会资源消耗两大部分，主要参考指标有以下几项：

(1).建筑物占地面积(m2);

(2).建筑面积(m2);

(3).使用面积(m2);

(4).有效面积(m2);

(5).结构面积(m2);



(6).建筑体积(m3)：

(7).总投资(万元);

(8).单位面积投资=总投资健筑面积(元/m2);

(9).建筑密度(%);

(10).单位面积能源消耗(kw/m2);

(11).有效面积系数=有效面积/建筑面积(%);

(12).使用面积系数=使用面积/建筑面积(%);

(13).结构面积系数=结构面积/建筑面积(%);

(14).有效面积的体积系数=建筑体积/有效面积(%);

(15).单位体积的有效面积系数=有效面积/建筑体积(%);

(16).人(床、座)均建筑面积[m2/人(床、座)];

(17).人(床、座)均使用面积[m2(床、座)];

(18).人(床、座)均有效面积[m2/人(床、座)]。

例9、建筑设计方案技术经济评价的基本要求不包括()

a、适用和经济的统一

b、美观和经济的统一

c、要有可比性



d、突出次要指标

答案：d

例10、不属于常用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有：()

a、计算费用法

b、最小费用法

c、多因素评分优选法

d、单因素评分优选法

答案：d

(三)建筑体积指标

这一指标是房屋体积与建筑面积之比例，是评价层高的指标。

建筑体积指标=建筑体积/建筑面积(m3／m2)

(四)人均、户均造价指标

这一指标是总造价与总人数及总户数之比例。

（1）人均造价指标=建筑总造价／居住总人数(元／人)；

（2）户均造价指标=建筑总造价／总户数(元／户)。

(五)面积定额指标

面积定额指标用于控制设计面积，每户建筑面积一般应根据
国民经济水平制定控制指标。



（1）人均建筑面积=建筑总面积／居住总人数(m2／人)；

（2）人均居住面积=居住总面积／居住总人数(m2／人)；

（3）人均使用面积=使用总面积／居住总人数(m2／人)；

（4）人均有效面积=有效总面积／居住总人数(m2／人)；

（5）户均建筑面积=建筑总面积／总户数(m2／户)；

（6）户均居住面积=居住总面积／总户数(m2／户)；

（7）户均使用面积=使用总面积／总户数(m2／户)；

（8）户均有效面积=有效总面积／总户数(m2／户)；

（9）户均面宽指标=建筑物长度／总户数(m／户)。

以上指标中，有效面积指建筑平面中可供使用的面积；使用
面积指有效面积减去交通面积；结构面积指建筑中结构所占
的面积；建筑面积指有效面积加上结构面积(层高2.2米以下
不计建筑面积)；建筑体积包括屋顶及地下室体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