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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校园空间环境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校园中的交往空间作为一个资源共享、信息传递、思想交流的公共平台，有利

于学生自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是校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交往空间理论为研究基础，针对

校园交往空间的现状与模式，分析学生校园活动特点和行为心理特征。运用建筑学、环境心理学和教育学等范畴的研究方

法，探讨交往空间的优化策略，为高校物质环境建设和人文精神营造提供借鉴和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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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由传统

的教师对学生单向灌输，向多元化、开放式教育模式转变。在高校中学生不仅仅要系统地掌握专业知识、

建立合理的理论基础和科研体系，还要在品德和思想方面获得适宜的定型，逐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

观和价值观。因此高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课堂，还是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共享资源、包容开放的空间

场所。

由于对交往行为的认识不够全面，对交往空间理念的了解不够深入，高校校园交往空间的营造往往不

尽人意。本文结合高校交往空间现状调研，分析交往活动中行为和心理特征，阐明校园交往空间作用的关

键所在，进而探讨交往空间营造的优化策略。

1 营造校园交往空间的意义

交往空间可以容纳人们交流与沟通活动，是人们获取知识、传递信息和交流情感的场所，是人们公共

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1］。人们在公共活动中，都不知不觉地处于一个个交往空间当中。高校校园交往活动

一般可分为特定性和偶然性两类。特定性活动是指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类型，如竞技比赛、体育活动、文

化展示和英语角等。这类活动需要特定的空间功能和环境，参与者对空间环境不具备选择权。偶然性活

动只有在学生具备参与意愿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学生具有充分的选择权利。如散步、坐憩、聊天、驻足、聚

会、学习、纳凉和晒太阳等等。只有在空间环境适宜的情况下，学生才会产生参与的意愿，才能激发偶然性

活动。相对于特定性活动来说，偶然性活动同样重要，其不仅丰富了学生校园生活，增加学术、信息和情感

交流的机会，而且有助于校园人文氛围的营造［2］。因此，空间环境质量对交往活动有较大影响。

2 校园交往空间问卷调查

以校园交往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走访了江西省内部分高校，重点对校园设施和建设较为完备的几所大

学展开针对性调查，通过公开问卷的方式收集了大学生对校园交往空间的认识和建议意见，建议和要求。

其中，在对“你最喜欢的校园空间”问卷调查中发现（图 1），最吸引人气的校园空间并不是教室、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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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中心广场。学生喜欢的校园空间类型丰富、形式多样，例如景区内的小桥、凉亭（图2）、水榭、湖畔（图3）、

石椅、小径；建筑之间的绿地和广场；建筑底层架空空间；广场中可以坐憩的花坛；生活区前的休闲绿化；运

动场角落的爬梯、双杠空间。只有在学生喜欢的空间中，才能激发偶尔性的交往活动，伴随着思想交流、情

感表达等各种各样故事的发生，使之成为校园环境中最具吸引力的空间。因此，校园中交往空间的物质功

能较为丰富，营造交往空间往往比多建造几栋大学生活动中心更有意义。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400份，收回问卷281份，问卷回收率70%，有效率92%，问卷内容如下：

图1 学生最喜欢的校园空间问卷调查结果
Fig.1 Survey results of students' most favorite campus space

图2 小桥和凉亭 图3 湖畔
Fig.2 Bridge and pavilion Fig.3 Lakeside

3 校园交往空间存在的问题

自高校扩大招生以来，学生人数迅速膨胀，校园规模呈现极速扩张趋势。同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教

学理念的更新，高校校园空间环境建设逐渐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同时根据“你喜欢的交往空间的特征是什

么”问卷调查结果（图4），也反映出高校校园空间在具体使用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3.1 交往空间功能单一

大部分交往空间仅仅提供活动的场地，对人们心理层面的交往需求和交往理念缺乏深入的探究，导致

空间功能不够丰富。例如作为校园交往空间营造重点的中心广场，是校园空间环境重要组成部分。大多

数高校为了建造校园标识、提升校园形象，通常在校园重要区域规划规模较大的中心广场，树立一系列文

化雕塑等等。但是在设计中往往注重的是场地面积，空间尺度较大但内容空洞。没有贯穿人们心理层面

所需的交往需求［3］。虽然在形象上给人以深刻印象，满足了校园形象展示的需求，但不免造成了空间形态

单一、缺乏生气，无法激发学生交往活动的兴致。

3.2 交往空间缺乏层次性

交往空间容纳的不仅仅是群体活动，还应激发个体偶然性的交往活动。校园内规模较大的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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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满足集体活动的需求，却难以积攒更多的人气，其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空间缺乏层次性，没有考

虑个体或小集体单独活动的可能性。如设计的大面积草坪或硬质铺地缺乏人性化的设施和小型便利服务

点［4］；空间没有相对的限定，缺乏场所领域感等等［5］。导致交往空间人气的缺失，难以激发学生偶然性的交

往行为。另一面是空间景观（花草、树木、水系、小品等）缺乏层次性，景观视线单一。如树种种植单一，景

致单调；缺少特色小品、构架等值得回忆和玩味的细部设计，无法吸引学生长时间驻足［6］。

图4 学生喜欢的交往空间的基本特征问卷调结果
Fig.4 Survey results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favorite communication space

3.3 交往空间尺度不适宜

尺度是指物体给人感觉上的大小印象与真实大小之间的关系，它不仅与物体尺寸、比例有关系，还受

颜色、材质、形式和心理等因素影响。一个空间的舒适与否主要由功能和尺度决定，交往空间除了满足交

往活动的功能需求外，其尺度的把握对空间效果的影响尤为重要。

在大学校园环境塑造中，空间尺度的设计未充分考虑对学生的行为活动和心理的影响，例如设计高而

窄的长廊、过于封闭或缺乏围和的空间等等，直接影响到空间的舒适度［7］。交往空间尺度的设计需根据空

间类型和活动特点，营造和设计自然、夸张或亲切等不同尺度的空间和空间要素，满足不同行为活动和心

理的需求。

3.4 交往空间缺乏特色

特色是交往空间最具生命力的要素，它以其鲜明的个性，吸引学生开展各类交往活动。每所院校都有

着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学科专业特点，对人才培养有着独特的要求。但高校中心区域的交往空间形式大同

小异，甚至盲目求全求大。虽然大部分学生的活动具有趋同性和规律性，但是不同院校、不同专业、不同性

格学生的交往活动有不同类型和需求。同时理性和感性需求也对空间也提出不同的要求。空间形式的趋

同和风格特征的缺乏大大降低了空间的利用率和吸引力。

3.5 交往空间缺乏统筹布局

连续不断、毫无变化的校园空间序列总是给人一种密实的紧迫感，因此序列中需要节点作为人们行为

或是心理上停留的空间场所。交往空间作为校园空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理解为校园线性空间序

列上的片状节点，较好地丰富校园空间形态，有助于校园空间序列节奏感的体现。

大部分校园空间规划时，着重考虑道路结构和空间功能的规划，例如校园路网设置、建筑功能分区

等。对校园交往空间的考虑往往是整体规划之后的补充设计，导致交往空间出现较大局限性［8］。如交往空

间集中设置于规模较大的中心广场，空间规模及尺度过大，使用效果不尽人意；交往空间位置设置不当，远

离学生主要活动区域，无法吸引学生前往；缺乏对交往空间的整体考虑，使其填补于道路或建筑之间的空

地，导致缺乏良好的景观视线。同时各交往空间分布零散，缺乏有机联系。这些被动的交往空间设计对校

园环境营造有较大影响，不利于校园整体风格的体现，难以建立和谐有序的校园空间序列［9］。

4 校园交往空间优化策略

交往空间是大学校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积极创造交往空间在高校环境育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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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进行交往空间设计中，应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4.1 遵循“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指的是以人的基本尺度为依据，从人的心理感知出发，创造满足人的需求、具有丰富潜在

功能的人性化空间环境。其设计思想意在着力呼唤城市中一度迷失的人文精神，其中涉及到环境心理学、

行为科学等学科的应用。

交往空间与其他供人们使用的空间场所一样，需要考虑使用的便捷性和舒适性。不同的使用功能和

性质，其规模大小、空间尺度、造型景致都不尽相同。对校园空间的营造应该回归到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

和交往活动中，根据学生的心理及行为特点，把握交往空间的功能组织和形态设计。

空间形态设计和行为心理研究是互相制约、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后者更为重要。因此，

交往空间的设计应遵循“以人为本”设计原则，贯穿学生心理层面所需的空间需求和理念，使得校园交往空

间更为人性化。

4.2 考虑多样性交往需求

交往空间应充分考虑学生多样性的交往需求，在交

往空间中营造不同形式的小型交往空间，激发固定交往

空间中发生多种交往活动的可能，从而为学生提供各类

交往活动所需的物质空间和环境。

例如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校园中心广场——嘉园广

场的设计（图5），将一个大的中心广场划分为若干小型

交往空间。经过二次划分的空间尺度宜人，并巧妙将人

性化的设施（如围和构件、坐憩和遮阴设施）融入整个交

往空间的设计中，空间层次丰富，满足了学生多样性交

往需求，大大提高了交往空间的实际使用效率。因此交

往空间应兼顾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的特征，赋予更为合

理有效的功能组织，从而满足多样性交往需求。

4.3 合理的交通组织和空间界定

优质的校园交往空间应合理的组织交通空间，避免交往空间与其他空间的交叉干扰，设定合理的空间

界定。校园交往空间的设计方法不同于室内建筑空间的设计，用墙体进行空间分隔和界定。其空间形态

是相对模糊的，没有明确的界线，但它的性质不是将交

通空间无限放大。

为了避免人流交通对交往空间的影响，其空间形态

的界定至关重要的。空间界定可以利用绿化、小品、铺

地、设施、构造设施等介质，同时设定合理的比例，从而

维持交往空间的通透性，使其与周围环境相融合，吸引

人们在此驻足。界定介质的形态、比例的不同变化可创

造出多样的不同空间氛围，使人产生不同的心理感觉。

如在空间净高不变的前提下，随着一面或几面围合实体

高度的降低，空间会变得更加通透。同时避免出现不符

合人体生理和心理尺度的空间比例。

4.4 营造场所精神

场所精神是一个场所的象征和灵魂，它能使人区别场所与场所之间的差异，唤起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记

忆。整体校园环境的场所精神可以从校园历史渊源、学科特色、时代气息等方面把握。而具体到局部的交

图5 同济大学嘉园广场
Fig.5 Jiayuan square of Tongji University

图6 宿舍区特色雕塑——商鼎
Fig.6 Dormitory feature sculpture——

Ding of Sh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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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空间和空间环境设计，可以根据不同空间类型、活动类型、学生专业等方面综合把握交往空间内涵。如

通过空间的形态设计、尺度把握、色彩暗示、铺装处理、特色小品设置（图6）等，强化空间主题，升华交往空

间场所精神。

4.5 结合校园整体规划

校园交往空间的设计应遵循整体设计的原则，整合地景学、建筑学等相关学科，引入城市规划理论作

为指导方法。各交往空间既要相对隔离，避免使用过程中的相互干扰，又要保持联系，形成协调有序不可

分隔的整体环境氛围。规划时可采用轴线布局和点、线、面有机组合的方法进行空间组织，形成相互渗透、

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图7）。
校园交往空间还应结合自然景观和校园环境提出设计方案，有助于自我风格特征的形成。如西南政

法大学渝北校区，利用地势高差，设计仿古罗马建筑风格的下沉式广场（图8）。阶梯层层而下，围和出中心

舞台，是举办大型活动的最佳场所。阶梯上种植各种景观花草，绿地高低错落，营造出适宜坐憩的小型交

往空间。身处其中感受到古罗马广场凝重的历史感和校园的人文气息，为新校园增添了人文底蕴，成为西

南政法大学标志性符号之一。

图7 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景观分析图 图8 西南政法大学罗马广场
Fig.7 Landscape analysis chart of Jiading Campus Fig.8 Roma square of SWUPL University

校园交往空间还应结合校园空间序列节点设置。序列节点是指校园空间环境的交叉、转折处，是形成

校园有机整体的关键部分。序列节点具备人流集中和疏散的交通条件，空间可见性和可达性高、可参与性

强。因此可在此设置多样的交往空间，如公共绿地、小型广场、小品雕塑和坐憩设施等等，开展多样性交往

活动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学生积极参与，从而提高整体校园空间活力。

总而言之，交往空间的设计是建立丰富、协调、有序校园环境的关键所在，需要在设计阶段纳入校园整

体规划当中。

5 结语

高校教育场所不仅局限于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内，已延伸至校园的各种以学生为主体的公共场所

中。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学生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相互影响，优质的校园环境是培养社会新型人

才的必备条件。因此，在校园交往空间设计中，需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指导原则，考虑学生多样性交往

需求，设定合理的交通组织，结合校园整体规划，构筑多层次、富有生命力的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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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Space of College Campuses

Li Wenl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With the gradual diversification of campus space environment，the communication space of college

campu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ampus environments as a public platform of resources sharing，infor-

mation transmission and thought exchange，which is favorabl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students’comprehen-

sive qual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ampus cultural atmosphere. Based on the present status and the model of

campus communication space，the students’campus activ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behaviors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space. In light of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architecture，envi-

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pedagogy，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communication space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

per，which can provide design reference for the building of campus material circumstanc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Key words：college campus；communication space；psychological behavior；optim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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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 Throughput Forecast and Measures for Nanjing Port Development

Gao Xiaoyue1，Feng Xuejun2，Jiang Liupeng2

（1. College of Civil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2. College of Harbor，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n elements affecting the container throughput，with reference to historic data

from Customs and other basic GDP growth statistics，this paper forecasts the container throughput of Nanjing

port in 2015 based on the method of dynamic multi-elements analysis. By comparing the forecast results with

the developing orientations proposed by Jiangsu and Nanjing government，which is to make Nanjing port the in-

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logistic center on the Yangtze River，we propose some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Nan-

jing port container in many directions such as government support，cooperation between ports，por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Key words：container；container throughput；forecast；develop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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