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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展，高校校园建设日益注重采纳人性化和科学化的教育理念。在这种新的规划理

念的引导下，高校建设设计必须更有效地利用物理环境进行育人，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精神文明建设

产生潜在的积极影响。本文通过研究环境心理学中的空间行为、自然元素，探讨了这些理论在高校建设

设计中的实际应用，并总结了运用环境心理学原理对设计高校建设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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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ampus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increasing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adoption of humanistic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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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new planning concept, the construction desig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must make more effective use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for education, and have a potential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
tion. By studying the spatial behavior and natural elements i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se theories in college construction design, and summar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applying the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to the design of colleg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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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国各大高校持续扩招，学生人数的增加带来了对学习和住宿空间的需求增长。为应对这一挑

战，许多高校纷纷兴建新校区和大学城，这已成为当前的普遍趋势。然而，观察目前许多高校尤其是新

建校区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校园景观建设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一些大学校园内的广场和草

地缺乏生机与活力，设计上缺少创意与规划，导致这些空间往往被师生视为过客，缺少停留和互动的吸

引力，长此以往，这些景观逐渐成为了纯粹的装饰品。此外，不少高校的建筑设计仍沿用传统模式，缺

乏独特的个性和深刻的意境表达。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建筑和景观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心理

需求，忽视了校园景观建设与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部分大学在建设新校区时，设计者未能深入应用环

境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未将其真正融入到校园景观建设设计中。 

2. 环境心理学的相关理论 

2.1. 环境心理学 

环境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领域，探讨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人的感知、认

知、情绪和行为，以及人们如何影响并塑造自身的环境。环境心理学最初只是应用在建筑学方面，随着

时代发展和设计理念的更新，被更多运用于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郑志元，2012)。该领域自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目标在于优化人类的环境适应性，改善人的生活质量，并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心理

学的基本概念涉及“环境”和“行为”的广义理解。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如山川、植被和水体，也

包括人造环境，如建筑、城市和工作空间。行为则涵盖了从简单的个体行为到复杂的社会互动。环境心

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包括实验室研究、田野调查、案例研究和跨学科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理解和解

决如城市规划、工作场所设计、灾害管理和自然资源管理等实际问题。总之，环境心理学提供了一套理

论和方法，用于评估和优化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通过理解这种动态关系，我们可以设计出更加人性化、

有效和可持续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从而提升人类的整体福祉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2.2. 空间行为理论 

空间行为理论是环境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探讨个体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中如何表现其行为以

及这些行为如何与空间特性相互作用。该理论认为，人类行为不仅受到个人心理状态的影响，还显著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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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所处空间环境的制约。空间的布局、尺度、形态与功能等因素都能影响人的行为模式。空间行为理

论强调，环境可以被视为行为的催化剂，不同的环境设置可以激发或抑制特定的行为。例如，开放式和

互动性强的空间布局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封闭或隔离的空间则可能导致社交行为的减少。

此外，空间的私密性、可达性和可视性等属性也是影响个体空间行为的关键因素。通过应用空间行为理

论，环境心理学家和设计师可以更好地理解空间如何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而设计出能够满足用户需

求、促进积极行为模式的环境。这种研究空间和个体心理变化规律关系的理论，称为空间行为理论，主

要探索空间内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行为习惯，研究使用者对于空间反应的基础模式(徐秋耒，2020)。 

2.3. 自然元素 

自然元素理论是环境心理学中一个核心概念，它探讨自然界的元素如何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产生积

极的影响。这一理论基于生物恢复说的观点，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对自然环境的偏好，这种偏

好与现代人对自然元素的正向心理反应密切相关。自然元素理论强调，自然环境如绿地、水体、植被等，

能够显著提高人的心理恢复力，减少压力，增强心理福祉。研究表明，仅仅观看自然景观或在自然环境

中度过时间，就可以降低心率和血压，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提高心情和注意力。此外，自然元素的存

在还能增进社会互动，提高人们的社会支持感和社区凝聚力。通过整合更多的自然元素到日常生活环境

中，可以创造更健康、更具吸引力和更可持续的居住和工作空间，从而提升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和幸福

感。这种理论的实践应用促进了环境设计向更加人本和生态友好的方向发展。 

3. 我国高校环境建设的现状 

3.1. 高校环境建设的问题和挑战 

我国高校在校园环境设计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反映了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环境对学生行为和心理

状态的影响。尽管近年来中国高校的校园建设在规模和技术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

足，影响了校园环境的整体功能和教育效果。首先，忽视了用户的需求和心理体验。在许多高校的校园

设计中，存在对学生、教师和员工的实际需求和心理体验考虑不足的问题。设计决策有时过于强调视觉

效果和建筑形式的宏大，而忽略了使用者的舒适度和空间的实用性；其次，自然元素不足。尽管现代校

园设计中开始重视绿化，但在一些高校，自然元素的整合仍然不够，特别是在城市高校中更为明显。缺

少足够的绿地和自然景观可能导致学生感受到更多的压力，缺乏足够的心理恢复机会；再次，忽视了社

交与休闲空间的建设。学生社交互动对于其学习和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然而，一些校园设计没有提供足

够的社交和休闲空间，或者这些空间设计不具吸引力，不鼓励学生停留和交流。这可能影响学生的社会

支持网络的建立，进而影响其学业和个人发展；最后，对文化和身份的表达不充足。高校是传承和创新

文化的重要场所，校园环境设计应反映和强化这一点。然而，一些高校的设计可能过于统一或缺乏文化

特色，未能有效表达学校的历史和文化身份，或未能激发学生对校园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3.2. 问题和挑战对学生的影响 

高校校园环境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社交行为和心理健康。环境心理

学强调环境条件与个体福祉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不足的校园设计可能在多个层面对学生产生负面影

响。首先是学习效率的降低。校园环境设计如果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如缺乏安静、舒适的学习区

域，或教学设施布局不合理，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例如，噪音过高的学习环境、光线不足的阅

读区域，或者座椅和桌子设计不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标准，都可能导致学生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进而

影响学习成果；其次是社交障碍的增加。校园设计缺乏有效的社交和休闲空间，会限制学生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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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动。缺少鼓励社交的开放空间或设计不具吸引力的公共区域可能导致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留在宿舍

而不是外出交流，这不利于学生建立社交网络和发展人际关系技能，可能导致孤独感和社交焦虑的增加；

最后是心理健康问题的加剧。研究表明，缺乏自然元素的环境会增加学生的压力水平，并减少心理恢复

的机会。在高压的学术环境中，学生可能更需要自然和绿色空间来减轻压力和焦虑。如果校园环境设计

忽视了这一点，学生可能会出现更多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和焦虑症。总的来说，校园环境设计的不足

不仅限制了学生的学术表现，还可能阻碍其社交发展和心理健康。 

4. 高校建设基于环境心理学设计的意义 

高校景观空间不仅是学校的形象展示，还在培养大学生健全人格、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

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贾德华，王万喜，2006)。高校建设在基于环境心理学的设计中寻求的是一种

深层次的、科学的理解和应用，以确保校园环境不仅满足功能需求，更优化学生的学习效果、社交行为

和心理健康。校园环境景观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为人而用、为师生服务(王义辉，2010)。环境心理学为校园

设计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证基础，以形成一个促进学术成就、增强社会互动和支持学生福祉的

校园环境。高校景观建设要有利师生的全面成长和个性发展，增强师生的社会活动和内外交流，重视课

堂教学之外的教育机会，推动学校与社会的合作(霍光，霍维国，1999)。 
高校建设在设计时融入环境心理学，能更好地促进学生获得校园归属感和精神寄托，提高学生的学

习和认知效率，同时对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4.1. 加强校园归属感 

校园归属感形成的主要环境因素包括抽象环境和具象环境：抽象环境指人际关系、文化氛围、规章

制度等；具象环境主要指校园景观空间，它可以给学生最直观的感受，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形成对整个校

园的直观印象，对形成归属感起决定性作用(吴磊，2019)。校园设计和环境品质直接影响学生的情感连接

和对学校的认同感。通过精心设计的校园环境可以反映和强化学校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使学生能够在

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校园的独特性和文化深度。通过整合碎片化的景观元素与空间的整体性，可以创造出

模块化的复合空间。这种设计不仅增强了景观的连贯性，还促进了学生对这些空间的情感共鸣和归属感，

从而提升了学生在校园中的体验感。例如，通过保留和强调校园中的历史建筑、纪念碑、艺术作品以及

特色景观，可以增强学生对学校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和尊重。此外，创造多功能的社交空间，如广场、花

园和学生活动中心，不仅提供了交流和互动的场所，也成为校园生活的共享记忆，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归

属感。这些设计策略，使学生在校园中的每一次互动和经历都可以加深他们对学校的情感投入和归属感，

这对于学生的整体幸福感和学术成就都是极其有益的。 

4.2. 获得精神寄托 

环境心理学中，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物体置身于空间，能激发人的精神斗志，延绵人的精神状态，

使处在不同心境下的人获得多重心理辅助效果(郑晓茹，陆卫群，2012)。环境心理学通过理解空间与个体

之间的相互作用，指导设计师创造出能够满足学生情感和心理需求的校园环境。这样的设计不仅提供学

习和生活的功能性空间，更是精神和情感寄托的场所。例如，通过精心设计的校园绿地、安静的阅读角

落、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和建筑，可以为学生提供放松和冥想的空间，帮助他们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

找到平衡和安宁。此外，校园中的纪念性建筑和文化标志性元素能够激发学生对学校历史的兴趣和自豪

感，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基于心理需求的设计理念使校园环境成为学生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提供了一种超越物理空间的精神支持，有助于学生建立更为积极和健康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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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提高学习和认知效率 

环境心理学通过理解环境对人的行为和心理状态的影响，指导如何创建支持学习的空间设计。适当

的空间布局、光照、色彩和声音管理等，可以大幅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和减少疲劳，从而优化学习过程。

此外，通过创造多功能学习区，支持个体和团队学习，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激发创

造性思维和深入学习。这种基于环境心理学的设计不仅优化了物理环境，更通过提供符合学生心理和行

为需求的学习空间，增强了学生的认知效率和学习成果。 

4.4. 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首先，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其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和科研成果。通

过环境心理学的设计理念，创造出支持性、启发性的学习环境，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新思维的

培养，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其次，高校建设中的环境心理学设计不仅关乎个体学习和生活

体验，也涉及到校园文化的塑造和传承。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启发性的校园环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高校校园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其优美的环境设计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动，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提升。最后，高

校建设中基于环境心理学的设计还能够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通过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以及创造

舒适健康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高校校园成为了城市内的绿色生态节点，对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和提升居民

生活品质起到积极作用。因此，高校建设基于环境心理学设计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促进了

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还推动了城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5. 环境心理学理论在高校建设设计中的应用及实际效果 

5.1. 环境心理学理论在高校建设设计中的应用 

5.1.1. 空间行为与高校建设设计 
首先是学术功能的设计。在高校中，图书馆、教室和实验室等学术空间的设计需符合促进学习和

研究的目的。空间行为理论指导设计师创造出既促进集中注意力，又支持交流与合作的环境。例如，

设计可以包括灵活的家具布局，使空间既可以用于个人学习，也可以快速转换为小组讨论区。此外，

考虑到噪声对学习的潜在干扰，教室和图书馆的设计应包括良好的声学处理，以减少声音干扰并优化

学习体验。 
其次是社交和休闲空间、私密与公共的平衡。校园内的社交和休闲空间，是支持学生社交互动的关

键区域。依据空间行为理论，这些空间应设计为开放和邀请性的，使用舒适的家具和温馨的色彩，以鼓

励学生停留和互动。透过灵活的布局和可移动的家具，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交活动需要进行空间配置，从

而增加这些空间的使用率和功能性。在校园设计中实现私密与公共空间的适当平衡也是空间行为理论的

一个应用焦点。私密空间如研究小间或心理咨询室，需设计成支持安静和隐私的环境，以促进学生的个

人成长和心理健康。同时，公共空间如广场和走廊应设计成促进最大程度的视觉连通性和可达性，以支

持更广泛的社区交流和活动参与。 
最后是安全性、可达性、可持续性。校园的安全性和可达性设计也是空间行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应确保所有学生(包括残疾人士)都能安全、便捷地访问校园设施。此外，通过合理的照明和景观设计，

可以增强校园的夜间安全性，减少潜在的安全隐患。可持续性设计也是空间行为理论在高校建设中的一

个重要方面。通过使用可持续材料、优化能源使用和增加绿色空间，不仅支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能

改善校园的整体环境质量，促进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与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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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自然元素与高校建设设计 
首先是绿色空间的创建。绿色空间，包括校园内的花园、草坪、树木和水体等，不仅为校园提供了

生物多样性的基地，还提供了学生和教师压力缓解和心理恢复的场所。例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

校广泛利用其宽阔的绿地和水系，为师生提供了丰富的自然体验和休闲散步的场所。 
其次是生物模拟设计。生物模拟设计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形态、材料和构造原理，来设计建筑和景观，

从而减少能源消耗并提高空间的舒适度。例如，一些高校的新建建筑采用了自然通风系统，模仿鸟巢和

蜂窝的结构，以提高能效和室内空气质量。 
再次是可持续景观和生态水景设计。在校园规划中，采用本地植被和可持续景观设计不仅减少了维

护成本，还强化了地方特色，增强了学生对本土自然环境的认识和尊重。此外，这些植被还可以改善城

市微气候，为校园提供必要的阴凉和减少城市热岛效应。水元素被广泛认为能够产生心理上的平静效果。

很多高校在其校园设计中引入池塘、喷泉和小溪，这些水体不仅美化了校园环境，还提供了声音和视觉

上的放松效果。 
最后是户外教学和休息空间。通过创设户外教室和休息区，学生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学习和社交，

这种设置不仅促进了学生的认知功能，也增强了他们的社交互动。自然光和新鲜空气的引入被证明可以

提高学习效率并减少疾病。 

5.2. 环境心理学理论在高校建设设计中的实际效果 

基于环境心理学设计的高校建设应用，产生了多方面的实际效果，显著地改善了校园环境，促进了

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首先，这种设计为学生提供了更加舒适和安全的学习环境，使得学生在校园内更加

自在和愉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动机。通过合理设置的绿化植被、自然光线和良好的通

风设计，减轻了学生的压力和疲劳，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注意力和专注力。其次，基于环境心理学设计的

高校建设应用，创造了更具启发性和创造性的学习氛围。通过打造富有文化和艺术氛围的景观设计，激

发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例如，艺术装置、雕塑、壁画等艺术元素的引入，为校园增添了独特的

文化氛围，激发了学生对艺术和创意的兴趣，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审美能力。此外，基于环境

心理学设计的高校建设应用，也加强了校园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通过创造有利于师生互动和社交交流的

场所，促进了学术交流和文化活动的开展，增强了校园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例如，设计具有人文历史特

色的校园景观和建筑，能够激发师生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校园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最后，基于

环境心理学设计的高校建设应用，对于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创造适

宜的运动和休闲场所，鼓励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和团队活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和社会交往能力。

同时，提供心理健康辅导中心、静心空间等，帮助学生调节情绪，缓解压力，促进身心健康的平衡发展。 
综上所述，基于环境心理学设计的高校建设应用产生了多重实际效果，从改善学习环境到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都对高校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设计理念不仅提升了校园的整体品质，也培

养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为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6. 结语 

在新世纪，我国的景观设计必须突破简单模仿的限制，转而深入贯彻“以人为本，为人设计”的理

念。这要求设计师更多地关注和满足人的心理和行为需求，深化对环境心理学在景观设计中应用的研究。

大学校园，作为一个微缩社会，不仅是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学习场所，其景观设计也承载着更深层次的心

理需求。校园不只是塑造形象的地方，更是文化的象征，赋予师生强烈的归属感。师生的心理和行为需

求直接影响校园景观的设计，而校园环境也持续地塑造着我们的行为和心理，从而激发出如良好学习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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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和积极的体育活动参与等行为。环境心理学研究揭示，一个优美的环境能够对人的身心产生塑造作用，

久而久之，这种环境会影响人的思维模式和知觉。创建一个支持性、包容性和启发性的学习环境对于学

生的整体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支持性环境能够提供必要的资源和设施，促进学生的学术成就和个人成

长。这种环境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通过提供适应不同学习风格和需求的教学方法和工具，使所

有学生都能感受到被赋能和支持。其次，包容性环境确保所有学生无论性别、种族、文化背景或身体能

力都能平等参与学习和社区活动。这种环境通过消除障碍、鼓励多样性和推广平等机会的原则，强化了

每位学生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这对于建立学生的自信和社会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启发性的学习环境激励

学生探索新知和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创造富有挑战性和鼓励创新的环境，学生能够在探索未知和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自我驱动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大学校园的景观设计需

不断整合环境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关注并满足师生的心理和行为需求，建设一个符合新时代理念的大学

校园。这种设计不仅优化了学习和生活环境，更促进了校园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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