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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心理学的高校宿舍改造设计研究
———以西南科技大学新区宿舍为例①

赵溪源, 向铭铭

西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四川 绵阳621000

摘要:应用环境心理学结合学生的实际需求、行为特征以及人机工程学等知识,以西南科技大学新区宿舍为研究

对象,对学生进行了访谈,采用行动观察法与动线观察法进行了实地调研,对调查结果收集分析,最后从宿舍的整

体建筑外观、功能分区、宿舍室内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设计改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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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园建筑到室外公共空间都是校园活动的发生地,以功能对高校空间进行分区大致可分为教学区、

行政区、生活区、体育活动区和后勤服务区等几大类,而宿舍则是集公共与私密为一体的空间,具有其特

殊性[1].目前我国没有颁布过类似《中小学建筑设计规范》的“高等院校建筑设计规范”,只能通过多个规范

组合来达到要求,如:《普通高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2008版、《高等职业学校建设标准》教育部2012征求

意见稿、《GB50016-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JGJ36-2005宿舍建筑设计规范》和《GBJ38-99图书馆建筑

设计规范》等,根据不同建筑功能使用不同的设计规范.
事实上,国内大部分的高校建筑都是合乎各类标准的,但在设计过程中对于建筑和空间的设计感、美

感及对使用者的心理影响似乎并未做进一步考量.纵观网络及学界,关于国内宿舍设计的相关讨论层出不

穷,但对于高校校舍的具体设计创新的讨论较少,本文基于环境心理学[2]的角度,以西南科技大学新区宿

舍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些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改造的思路,以求对高校宿舍设计或研究提供一些关于环境和

行为心理之间相互联系的研究新思路.

1 基地现状调查

1.1 调查基地概况

以西南科技大学新区东7和东8宿舍楼为实例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生宿舍为4人间、男女混住,小

部分为本科宿舍,男女分住.独立卫浴,大楼整体呈回字形构造,分AB两区,每区各26间宿舍(图1).
宿舍室内平面布局为3.2m×5.4m,阳台面积约为5m2,厕所约2.5m2,整体建筑采用0.4m柱,

每3.4m为半跨,层高约为3.3m,走廊宽为1.8m和3m两种尺寸,中庭面积约为350m2(图2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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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选部分为相同类型宿舍,标红宿舍楼为研究实例.

图1 研究对象位置示意图

图2 现有宿舍建筑及平面布局示意图

图3 东8宿舍一楼平面布局图及宿舍室内平面图

1.2 调查方法

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观察类调查分析方法中的行动观察法与动线观察法.以非参与观察的方式,对宿舍

中庭、楼顶和自习室的人群分布进行统计,并通过计时调查对一段时间内宿舍中公共区域人数停留和经过

的变化进行统计,具体操作方法为快照法、行人计数和拍照摄像,动线观察法主要用于观察统计通过宿舍

中庭学生的运动路线及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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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环境心理学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2.1 问卷调查及实地访谈意见收集

以寝室为单位统一发放了调查问卷,8个单选题及2个自由填写题目,发放312张问卷收回230张有

效问卷,其中自由填写题目共收集326条意见,根据整理归纳之后将超过30%的意见进行了归纳.结果发

现,研究生和本科生对宿舍的需求及生活习惯有一定区别,研究生相对本科生更看重宿舍的聚集功能,希

望在宿舍楼能够有专门的地点用于集会.
2.2 数据统计

为了进一步证实问卷和访谈数据,随机选取一周作为统计周期,以非参与观察的方式,对宿舍中庭、
楼顶、自习室人群分布进行了统计.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再结合实际的访谈得出以下结论:

① 周末在校人数较少;② 课前为节约时间学生会横穿中庭到达宿舍出口,除此之外由于中庭出入口

设置有露天垃圾堆放处故少有人穿行中庭;③ 羽毛球场维护不够到位,使用的人次较少;④4人间能够提

供基本的学习环境,加之研究生一般会选择去图书馆或导师工作室自习,所以宿舍的公共自习室使用频率

较低;⑤ 住在高层的同学希望楼顶能有个更舒适的环境;⑥ 大部分同学希望能够改善中庭环境.

3 基于行为特性和心理需求等进行宿舍设计

3.1 出入口及楼梯间设计

宿舍楼两两之间有一个小的景观空间,但由于宿舍出入口只打开一个,故该空间几乎是荒废的,并

且在这种单向出入的情况下,路中间的景观树在分流的功能上起的作用并不大.建议打开宿舍楼前后两

个出入口,将两栋宿舍楼之间的大树改造成为一个适当的公共休憩小品作为学生休憩、集会的公共活动

场所(图4).

图4 宿舍楼栋之间景观小品现状图

具体思路是将原本的圆环形石台改造为木条和灯带的交错,第一可以在雨天及时渗水避免积水,第二

能够构成形式多样的空间与视觉体验———灯光交错间的宿舍楼底层广场[3].
宿舍内部的楼梯间出入口,每层楼楼梯间旁单间都是闲置作为杂物房,每层楼共4个,而楼栋垃圾堆

放处露天设置在一楼中庭出入口(图5),肮脏且有异味,可以将每层了空置的房间选取宿舍AB区域各一

个作为垃圾分类回收点.
3.2 中庭及回廊设计

新区宿舍整体呈回字形结构,一楼中庭有羽毛球场和自行车停放处及露天垃圾堆放点(事实上在中庭

停放的自行车并不多,学生更倾向于将车停放在寝室中以防盗).结合学生意见,移走一楼中庭露天垃圾收

集处,保留运动场所,增设景观小品,对每层楼的回廊进行改造.
1)以集会、休憩为主的现代风格中庭(图6):考虑到宿舍周围有运动场且羽毛球场使用频率较低,故

改造成具有休憩空间和一定的小型运动器械以及景观的中庭.鉴于中庭地块面积不大所以采用曲折迂回的

道路来增加停留时间,但仍设置直接穿过中庭的道路以满足学生的行为习惯[3].至于回廊,则在中庭方向

增加一些小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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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一楼中庭及中庭出入口现状图

图6 现代风格中庭效果图

2)以景观观赏性为主的中庭及回廊(图7):在中庭面积不大的情况下做过多的植物或景观小品会显得

空间拥挤逼仄[4],相对的利用回字形的走廊仿照中国苏州园林 “移步异景”的独特设计手法也能起到修饰

景观的作用.

图7 以景观观赏性为主的中庭及回廊效果图

3.3 宿舍室内设计

从室内设计原理的角度从宿舍房间室内的整体色调、家具尺寸、家具摆放、软装细节、人机工程学等

角度对室内进行了设计改造(图8).

图8 宿舍室内原立面及阳台改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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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房间改造:原宿舍室内整体为浅色系,白墙、浅色板材贴面床板以及浅色地砖,阳台以纯白及

蓝色为主色.这样的色彩风格一是由于设计惯例二是出于在采光条件一般的情况下能使室内更明亮的考

虑,但由于西南科技大学地处绵阳且宿舍依山而建,学校植被覆盖率较高,空气湿度大,浅色的家具在

使用一定年限后发霉受潮,更容易显得陈旧肮脏,并且在宿舍现有建筑结构的条件下(回字形宿舍采光

有一定局限性,且宿舍外植被较多),学生日常必需使用人造光源.深樱桃木的颜色沉稳且不老气,更显

质感,配合宿舍现有的浅色大理石地板能够显得室内更为干净,白色墙面刷为奶咖色或米白、鹅黄等色

系,更为宜居耐脏(图9).

图9 以深樱桃木为主色的家具及奶咖色墙面构成的温暖的室内房间改造

家具尺寸则是通过人机工程学和学生在日常使用中切身体会而提出的改造(图10):① 入户门开关

朝房间内开改为朝外.宿舍的室内空间较小,靠门同学的书桌就在门后,朝内开门会对其造成一定影响;

② 加宽床板尺寸.学校现有的床过窄,不利于睡眠,通过对家具厂家的走访证实了在不改变书桌宽度的情

况下加宽床板是可行的,于是新设计的床是1000mm的宽度,比原本的730mm更为舒适;③ 将上下的

爬梯改为梯柜.原上下床的爬梯没有扶手较危险,且脚踏面较窄赤脚踩上去受力面积小压强大上床过程中

舒适度较低危险系数高改为梯柜上下床更安全,可以拉开的抽屉能增加储物空间;④ 衣柜柜门由单开门改

为双开门.原配套衣柜柜门为双页单开门,单页宽度较窄无法放入较大的储物箱;⑤ 原床下部分是衣柜靠

拢书桌分开,现改为两床之间书桌靠拢,增大储物的同时便于交流;⑥ 书桌上的书架隔板距离墙面有6cm
距离且无背后挡板,放置东西不稳定,浪费较多空间,另外考虑到现在使用台式机的情况较少所以将原本

的主机位置改为了竖排抽屉,但仍保留了侧面放置主机的位置,同时考虑到现在台式机多为超薄和一体

机,所有没有设置多余的键盘架;⑦ 室内部分摆放床之后距离墙面有一定的距离,现在是摆放了一张转角

桌但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建议在墙上做一排格子柜以增加储物空间.
原阳台置物架改造参照图8.

图10 室内家具改造示意图

3.4 楼顶设计

宿舍原楼顶是开放使用的但没有做任何装饰,可以做一个小阳光房作为学生日常交流集会的沙龙,管

理问题方面可以参考四川大学的百川讲堂:由学院和学生合办,校方进行场地提供纪律和安全问题的管

理,学生自己作为沙龙经营者提供饮料咖啡无线网络等.由校方管理、学生自行经营相结合,安全及维护就

能得到一定的保障,同时这个专业沙龙也可以被学生作为专业交流活动的基地,促进学习交流[5].
楼顶的景观不用太复杂,否则不好维护,可参考日本枯山水景观,则不像传统景观一样需要较多的植

被,从而要考虑楼顶的透水性防水性以及建筑规范(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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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宿舍楼顶沙龙及枯山水景观效果图

3.5 宿舍建筑外观设计

现有的宿舍就和复制粘贴一样从外观到内部布局到结构都一摸一样,显得略微沉闷.而建筑是一种生

活方式的构造,在这些手法构造中,景观设计使人们从新体会自然,并在景观设计中展现出建筑的生命

力[6].各种色彩的搭配与景观巧妙结合,赋予建筑一种静谧而灵动之美[7].新区宿舍原本的外墙十分普通,
但失去了朝气和设计感,就像监牢一样,而学校新修建的位于山顶的中区宿舍则是清水混凝土的墙面没有

做过多的处理,在楼梯及转角的部分用了十分鲜艳的颜色作为穿插,显得简单干练但具有设计感,符合现

代年轻人的审美.新区的回字形宿舍大多数也可采纳这种设计,但因其大多位于山脚采光不如中区宿舍,
可以用大面积的鲜明色彩提高对比度,增加宿舍的朝气和活力,使人愉悦.

柯布西耶说过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其实只要做两件事情:充分了解光线、不断尝试细化光线.新区

宿舍的独特回形结构利用光影和线性的有机结合就能够更使建筑给人的感觉更加亲切.如图12(图片

来源:http://www.sohu.com/a/77384540.388632)中教学建筑的外侧都是和底层基座内侧墙面一

样的墨绿色,而内侧是各不相同的明浅色,新区宿舍则可以在 A,B区楼梯的使用不同颜色相统一,
建筑外墙的颜色较深,而中庭内侧使用浅色.

图12 宿舍外墙意向图

4 结 语

高校建筑的设计应当遵循“人本设计”的原则,不能拘泥于满足各类标准,而疏于对建筑的舒适感、景

观的优美度和服务设施的人性化等方面的关注[8].西南科技大学的校园建筑不论是教学楼行政楼还是宿舍

都显得略微呆板且缺少设计感,校园建筑应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各学院教学楼应结合其专业特色进行设

计.如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和四川师范大学东校区的美术学院,都是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和学院特

色.校园是年轻人的聚集地,是思维和创意的碰撞基地,并非只有艺术学院才需具有设计感,在未来的高校

规划设计中希望能够摒弃各类标准的框架,在遵从标准的同时用设计给校园带去更多的可能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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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DormitoryTransformationDesignBased
onEnvironmentalPsychologyResearch
———ACaseStudyoftheNewDormitoriesin

Southwest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ZHAOXi-yuan, XIANGMing-ming
SchoolofArchitectureandCivilEngineering,SouthwestUniversityof
ScienceandTechnology,MianyangSichuan621000,China

Abstract:Asenvironmentconstructionimprove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therequirementsofthe
studentsnolongerremainatthelevelof“safeandpractical”.Instead,theyhavehigherdemandsforthe
spatiallayoutandthefunctionalzoningofthebuildings.Atthesametime,withthepromotionofopen
speech,peopleareactiveindiscussingaboutcampusbuildingsontheInternet.Forexample,somemay
askontheircampusnetworkwhyChineseschoolbuildingslooklikeprisonsintheirouterappearance,oth-
ersmaycomplainthattheenvironmentinuniversitydormitoriesinChinaisworsethanwhatitwasone
hundredyearsagointheUnitedStates,stillothersmaytalkaboutwhatthecampusproperstyleshouldbe
like.Mostofthequestionsaskedbynewlyadmittedstudentsare“Howabouttheschooldormitorycondi-
tions?”,“Howmanystudentssharearoominthedormitory?”or“Isthereaprivatetoiletinourbed-
room?”Inthispaper,environmentalpsychologyisapplied,combinedwiththeactualneedsofstudents
behaviorcharacteristicsandergonomicsknowledge,tostudythenewstudentdormitoriesinSouthwestU-
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Basedoninterviewsconductedamongthestudentsandafieldsurvey
withtheactionobservationmethodandthetraceobservationmethod,theresultingdataareanalyzed,Fi-
nally,someproposalsfordesignimprovementareofferedfromtherespectsoftheoverallappearanceof
thedormitorybuildings,theirfunctionzoningandtheindoorenvironment.
Keywords:environmentalpsychology;collegedormitory;people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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