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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校园文化的高校公共设施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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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萍 金三人 赵玉梅 阳巧 陈凯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合肥 230601)

【摘 要】:高校校园中的公共设施具有承载独特校园文化气质的功能。文章认为在高校公共设施设计中，应着重

体现高校历史文化、人文精神以及道德风貌，通过提炼、解构、移植、抽象等手法，提取高校校园特有的文化元素，

并结合相应理论促成与之相匹配的物质载体的设计；结合环境行为学、人机工程学以及无障碍设计理论，分析研究

融合校园文化的高校公共设施设计方法，并将设计理论及方法应用在合肥工业大学公共设施的设计中，形成了系统

化的高校公共设施设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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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不断变革，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越发重要。高校校园应该呈现出独特的气质，是校园文化的集中体现。

高校校园公共设施不仅可以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能够将校园的文化和精神传递给社会大众，在提高学校文化内涵的同时，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与校园归属感。

目前对于高校校园公共设施设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块化与系统论这两个方面，针对校园文化的挖掘也仅限于校园文化

在公共设施融合方面的理论剖析，并未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本文从校园文化入手，通过提炼、解构、移植、抽象等手法，提取高校校园特有的文化元素，并结合相应理论促成与之相

匹配的物质载体的设计方式。同时结合环境行为学、人机工程学以及无障碍设计理论，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合肥工业大学

校园建设中，完成融合校园文化的公共设施设计探索。

一、校园文化理念

(1)校园文化概述每一所高校都有其不同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脉络，高校校园环境正是其历史、文化、道德等价值取向的物质

载体。高校的核心价值在历史的发展和传承中得以体现，校园内一系列具有特殊价值内涵的文化符号，不仅形成了高校典型的

文化体系，更增加了校园公共空间的文化积淀。校园公共空间中应该有记述高校历史发展、反映办学理念的景观小品设置，以

展现其独特的人文景观与深层教育隐喻
[1]
。

(2)校园文化理念高校校园文化是由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组成的。精神文化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存在的

校园文化形式，集中体现在校园的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还包括综合素养、文化传统及渗透在校园氛围中的校风、校训等。物

质文化则是一种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由建筑、公共设施，以及教学科研设备等内容组成。物质文化作为其他文化的存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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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础，与其他文化形式共同构成校园独特的公共空间环境。

二、公共设施概念解析及高校公共设施需求分析

（1）公共设施第一，公共设施概念。公共设施的出现，起源于城市的发展。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城市公共设施主要是面向

社会大众开放的文化、交通、娱乐、商业、体育、行政等公共场所的设施，以及公共绿地、道路和休憩空间的设施等。外国学

者克莱尔则认为:城市公共设施是指城市内开放的用于室外活动的、人们可以感知的设施，它具有几何特征和美学质量，包括公

共的、半公共的供内部使用的设施。

第二，公共设施分类。依据现代城市发展理论，并结合城市公共设施的各组成要素，可将城市公共设施划分为:管理系统、

交通系统、辅助系统、美化系统等四大系统，每一系统又可划分为具体的公共服务设施，这些公共设施共同组成完整的城市公

共设施体系。

（2）高校公共设施需求与城市公共设施相比，高校校园公共设施既相似又有不同。高校校园公共设施是指存在于校园中，

用于师生、校内外人员活动的，可以感知到的公共设施，属于物质形式的服务。相比较而言，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高校公

共设施设置在校园中，需要以满足学生和教师的使用需求为主要目的
[2]
。

第一，高校校园空间布局结构。高校是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载体和平台，是提供教学、研究条件和授权颁发学位的高等教

育机关。国内大学校园一般为封闭式或半封闭式，但是随着管理的加强和观念的革新，校园的功能分区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由最初的封闭集聚逐渐发展为分散独立，更加符合现在大学校园的生活形式。

第二，高校校园公共设施作用。一是承载校园文化的载体。作为一种校园文化传播的媒介，公共设施不仅可以调节人们的

情绪、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更能够很好地传递校园的文化和精神，激起人们的共鸣和对校园的热爱。

二是可以提升校园形象。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日益丰富。通过适当改善高校校园公共设施，

不仅能够提升校园的整体环境，更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校大学生，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和人文情怀。

三是可以为广大师生提供公共服务。高校校园公共设施除了凸显校园文化，组成校园景观等作用外，还可以满足人们对于

公共环境设施服务的需求，从心理生理上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的便利。

（3）高校校园公共设施类型高校校园公共设施虽然属于城市公共设施的一部分，但是与城市中其他区域内的公共设施还是

存在一些差别，并且相同种类的公共设施由于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中，也呈现出不同的功能。高校校园公共设施作为校园内的公

共服务配置，承担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任务。综合考虑可将公共设施分为:休息、卫生、标志、照明、交通设施、休闲娱乐等。

三、高校公共设施理论及应用

（1）环境行为学理论环境行为学主要研究环境和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与环境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人类需要根据环

境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环境可能对行为产生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当人们来到陌生的地方，清晰的导向系统可以更好地帮助

他们从出发点到达目的地，并知晓回路。因此，在校园公共设施导向系统的设计中，需要依据环境行为学的理论对空间环境相

关信息进行整合与组织，进而帮助人们快速到达目的地。在具体实践研究中，通过移动式 GPS 实验进一步探析校园内导向系统

对于到访人员的引导作用，增强导向系统设计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2）人机工程学理论人机工程学又叫人类工效学，是研究人在工作环境中的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诸方面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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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器-环境”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工作条件下、在家庭中、在闲暇时间内如何达到最优化的一门学科。

在高校公共设施设计中为了让人在使用时处于舒适和适宜的环境中，需要考虑人体的各种尺度，人机工程学便提供了所需

的人体尺寸。同时校园公共设施的设计应遵循听觉、视觉及触觉等感觉器官的机能特性。从视觉特征考虑，人眼对直线轮廓比

对曲线轮廓更易于接受，所以在设计标牌时，使用比较直观的直线设计，易于使用者接受。

（3）无障碍设计理论上个世纪初，建筑学界提出无障碍设计，并将这个设计理念应用在建筑、景观与公共设施设计领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无障碍设计已经不仅仅只针对弱势群体，它还容纳了其他社会成员，包括儿童、孕妇、老年人等，从

情感化、易用性和服务性角度，设计出大众能舒适、便捷使用的产品。

高校内公共设施的无障碍设计，主要针对道路旁的辅助设施、楼梯的辅助设施及残疾人专用无障碍公共厕所等。充卡机、

食堂打菜饭口及自助贩卖机等窗口高度都应符合无障碍设施的要求，要满足坐轮椅的人也能正常使用。高校内无障碍公共设施

的设计，不仅可以将校园独特的文化气质表现出来，更能凸显高校校园兼容并蓄的特质。

四、高校公共设施设计实践

（1）合肥工业大学校园文化分析合肥工业大学建校以来，一直秉承“厚德、笃学、崇实、尚新”的校训，恪守“勤奋、严

谨、求实、创新”的校风，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追求卓越、勇攀高峰”的光荣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2）合肥工业大学设计文化元素提取校园文化:崇实、厚德、尚新、笃学；整体风格:现代、规整、稳重；设计元素提取:

圆角、以红色调为主，配以其他辅助色彩。通过校园文化元素的提取，凸显高校独特的精神内核，并传递出校园文化的包容性

与人文性。

（3）合肥工业大学校园导向系统设计根据移动式 GPS 实验、调查问卷和访谈等方法，分析得知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湖校区)

的导向系统指向性比较模糊。在区域与区域的十字路口上，需要设置交叉的指示牌来辨认方向。同时在每个区域内需要设置简

单的信息标识牌，告知行人当前所处的位置，如下页图 1 为信息导向系统分布图。

图中■图标是校园主要入口需要设置校园地图，●图标是校园各区的主干道需要设置大的指示牌，▲图标是小区域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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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牌
[3]
。

合肥工业大学(翡翠湖校区)由住宿区、教学区、科研区、活动区和休闲区等五部分构成，区域与区域的交叉路口需要设置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区域信息。如下图 2 是区域路口的指示牌设计，涵盖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信息。

（4）合肥工业大学校园垃圾回收装置设计校园垃圾桶的设计需要体量大、可分类、识别性强等特点。图 3是为卫生设施垃

圾桶的设计，垃圾桶设有可循环和不可循环的标志，提倡分类投放保护环境。色调采用合肥工业大学的主色，使用圆角设计元

素，与校园文化特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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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肥工业大学校园休闲座椅设计椅凳的设计应该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座椅的分布应符合环境行为学原理，方便行人

休息。如下页图 4所示为风景区的石凳设计，石凳下部采用石材，上部采用塑料包裹，同时运用红色和校园信息标志的颜色系

统相呼应。如图 5所示为休闲座椅的设计，造型简洁、整体性强。椅面边部采用圆弧设计，使入坐者更加舒适。座椅配色是合

肥工业大学的主色调，并使用圆角设计元素，统一校园文化特征。

（6）合肥工业大学校园无障碍充卡机设计高校常常会有一些身体情况特殊的学生。所以，高校校园内的公共设施要提供一

些针对弱势群体的特殊设计。如图 6 为合肥工业大学充卡机的无障碍设计实例，该充卡机包含充饭卡、补办饭卡、核对信息等

功能。其含有两个窗口，一个窗口提供正常的使用，另一个窗口提供给坐轮椅的人使用，其高度尺寸和界面设计符合人机工程

学原理，并充分运用了无障碍设计原理，体现人性化理念。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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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校园所传达出的气质，是校园文化的集中体现。作为承载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公共设施在传达校园历史文化、人文

精神以及道德风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系统分析校园文化理念、公共设施理论及高校公共设施需求等内容，并对校

园文化进行提炼、解构、移植和抽象，同时结合环境行为学、人机工程学以及无障碍设计理论，总结融合校园文化的高校公共

设施设计方法，并最终完成基于校园文化的合肥工业大学校园公共设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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