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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6_A0_A1_E5_c67_472790.htm 目前，大学生心理

健康问题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当孤独和无助以血案

的形式展示在我们面前时，震惊之余，当代建筑师有必要对

大学校园的交往空间进行重新审视。 大学校园的交往空间是

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包括了大学生可以交换信息的所有

地方，如校园道路、校园绿地、教学楼、宿舍、甚至厕所。

如何营造一个舒适的交往空间，让学生能够在里面轻松随意

地交往交流？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理

念，结合当今高校新的形势，把握当代大学师生的心理特征

和特殊需要，营造真正适合大学师生群体的空间。 1 提高交

往空间功能的复合性 以往的大学校园建筑功能分类十分单一

，如教学楼只是学生学习的地方，宿舍只是学生休息的地方

。因此，教学楼中除了用于交通的内廊和少数几间教员休息

室外，剩下的就只有教室，而宿舍则是采用筒子楼模式，

将6~8人一间的宿舍沿昏暗的走廊依次展开。 近年来，随着

高校的不断扩招，高校师生比已呈逐年下滑趋势，许多小班

教学课程由于师资紧张不得不改为大课，虽然有了先进的多

媒体教学技术的辅助，但师生之间的交流已明显减少甚至消

失。当学生对老师的唯一感知只是屏幕上的头像，老师对学

生的唯一了解只是考卷上的分数时，师生之间的关系就只能

用陌生来形容了。师生关系的生疏不仅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

诸多不便，同时也会使学生的思想缺乏有力的引导，因为老

师的职责首在"传道"。因此，为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实际需求



，我们应当将各类交往空间灵活地引入教学楼。 以湖南大学

复临舍为例，设计者营造了一个大尺度的边庭空间，用整片

玻璃幕墙将岳麓山的美景引入其中，在这个怡人的环境中布

置了交通和休憩功能，使师生们能够在此轻松愉悦地交流。

此外，设计师还将休闲厅引入了教学楼，为广大师生营造了

一个茶香四溢的交往空间。同样的道理，打破宿舍楼各自为

政和空间封闭，利用公共活动场地将其连通，在各楼层中强

化公共活动室、公共阳台的设置，促进同学之间交往的最大

化也是十分必要的 2 注重交往空间"随意性"的营造 大学校园

内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同事之间三三两两的个别交谈或在

课间午后，或在道旁路边，交谈的话题也可能从一般的寒喧

转入对某些课题的探讨，这种交流行为在时间、地点、内容

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因此，大学校园内交往

空间的设计除开专用空间外还应特别注重利用一些分散的小

型休闲空间。在道旁、水边，安排一些环境怡人的非围合性

小空间，用环境小品、座椅，甚至简单的硬质铺地来加以界

定。而在教学楼，图书馆等人流集中地带，我们则可以创造

一些类似小中庭、小平台式的空间，适当布置座椅和饮水机

等休息设施。这样一来，大学师生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流动

的交往就有了合适的空间． 3 提高交往空间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 认同感是对场所精神的适应，即认定自己属于某一地方，

这个地方由自然和文化的一切现象构成，是一个环境的总体

。认同感的定位则需要对空间的秩序和结构进行认识，一个

有意义的地方必须具有结构和秩序的。大学校园的交往空间

要吸引师生的参与、首先应当让他们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而这种空间秩序和结构的营造与学校历史文脉、地方文化特



征、自然环境形态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学校的历史文脉包

含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学术特色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沉积下来

的人文、艺术、文化底蕴，它是学校最基本的统一特征，也

是学校一道看不见的围墙。校园交往空间应当体现出对学校

文脉的充分尊重，否则就是"墙"以外的东西，也就得不到师

生们的基本认同。湖大复临舍边庭的西向大片玻璃幕墙曾经

引发过关于经济与节能的争议，但设计者坚持认为湖大因山

而成书院，固书院而延绵千年，必须利用这个软化的界面将

岳麓山引入边庭，体现对文脉的尊重和延续。如今，全校师

生都在此惬意地观景交流，体会学校千年的文化。 地方文化

特征是学校所在地域文化特色及风土人情的综合体现，是学

校所有空间环境的大文化背景。当师生们能够在交往空间中

感受到当地文化的氛围，他们就会迅速地认知，随即认同这

个环境。因此，在交往空间中展现地方文化特征对提升空间

的认同感十分重要。自然环境形态是在所处地域水文气候大

环境背景下学校基地的地形地貌，它是师生们最为熟悉的生

活环境，也是大自然给予学校的场所精神。因此，大学校园

交往空间的设置必须因地制宜，充分尊重学校的自然环境形

态，以此来唤起师生们的认同和依恋。 4 提升交往空间的文

化品味 作为培育英才的大学校园，其交往空间的文化品味是

不容忽视的，因为它能以高雅的文化气息陶冶人的情操、净

化人的心灵，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古代书院中一项

很重要的教育方法就是"以景冶情"，岳麓书院还有专门为此

而建的"书院八景"。 笔者认为，交往空间文化品味的营造应

主要把握两点：生态和素雅。大自然不仅是人赖以生存的环

境，也是一切美的来源和所在，自然生长的植物本身就是最



好的风景，同时也具有最高的格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雕饰

，而雕饰正是恶俗的本源。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应

当在大学校园交往空间中竭力营造一个素雅的氛围，让这里

充满书香和宁静，让莘莘学子在此如沐春风。 以湖南大学建

筑系新系馆接待厅为例，其内部从吊顶到墙面都没有任何装

饰，色彩整体十分素雅，家俱简洁大方，窗外绿草茵茵，修

竹几竿。整个环境显得清幽淡雅，洋溢着一股书卷味。尽管

手法现代，但茶香之中隐隐飘出"陋室何须着粉黛，修竹几竿

入窗来"的古韵。 5 结论 大学校园交往空间的人性化设计是一

个十分复杂的课题，但是，只要从当代大学师生的心理特征

和特殊需求出发，提高空间功能的复合性、随遇性和归属感

，提高空间的文化品味，就能创造出一个个随时随地都能吸

引师生参与的高品味交往空间，让师生们在这里敞开心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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