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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校园景观营造中的人文元素



一、大学校园总体规划（校园分区）
•一所设施比较齐全的校园，为了使用和管理上的方便，常按使用功能

的不同特点将有关的建筑设施集中，形成几个区域，各区之间既相对独

立，又相互联系。一般可分为：

1. 教学区-------- 般包括教学设施（各类教室、实验室），公共设施（图

书馆）、行政办公建筑等。

2. 学生生活区---包括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和不同规模的商业服务设施。

3. 体育运动区

4. 后勤服务区---锅炉房、仓储用地等， 应安置在适宜的区域。有直接对外

出入口，避免干扰校区。

5. 教工生活区---包括永久性的教工居住区和周转性的青年教师公寓。

6. 集中绿化区---教学区与学生生活区之间既隔离又共享的绿化区；

校区与城市交通的隔离绿化带；未来发展的预留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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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然山水结构、建筑

围合的空间，校园的功能

分区主要分为八个区，满

足办公、教学与生活的不

同需求：

1. 入口展示区

2. 运动休闲区

3. 教学办公休息区

4. 山林活动区

5. 教学休息廊道

6. 学习交流区

7. 生活休憩区



二、校园空间规划

（一）校园空间形态规划
⑴ 空间形态构成元素

根据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对对城市空间的诠释，校园空间也可归纳为道

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五元素，相互搭配、、重叠、穿插，最终形成的一

个整体形象。

在规划、塑造空间时应因地制宜，做到建筑空间与环境、地景的和谐统一。同时注

意人在环境中行进和活动中的动态视觉感知，综合考虑道路的曲折指引、地面的起

伏与质感的变化、建筑及绿化的开合与围透等

⑵ 空间形态与视觉心理意象

校园空间，从人的行为与心理感受上看，可主要分为两大类型：

①聚合型空间形态----通过建筑实体与地形地貌、植物栽植配合形成的围合、半围

合的空间形态，给人以领域感、稳定感，使人驻足停留。

②动线型空间形态----道路或带状院落空间，令人产生流动性、过渡性的意象。



⑶ 校园空间的组合模式

必须从具体的地形地貌情况出发确定校园基本的空间形态取向。校园的空间

组合模式大致可分为：

围合型校园空间



半围合型校园空间



长院型或长街动线型

校园空间



动线与围合相结合的综合型校园空间



鱼脊型校园空间



• 一个好的校园规划应是在功能性、人文性、生态性及艺术

性诸方面的完美结合

（二）校园教学区的功能性规划

1、建筑设施的集团化、公用化

为了最大程度的资源共享，将一些教学、科研设施相对集中设置，或是构

成一体，或是连成网络。提高建筑及设备的利用率，也促进学科间的协作、

渗透和发展。

（如林业大学的主楼和新建的实验楼）



• SOM 事务所设计的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的讲堂群建筑。利用

屋顶围合成一个圆形的露天会场，作为大型的休憩交往空间，西

侧联系图书馆，东侧连接学生中心，校园生活紧凑而便捷。

• 不足：露天会场尺度过大，冬季结冰，路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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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群体的网络化与密集化

建筑群体之间，在平面或空间上形成网络状的联系关系，有利于学科联系。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是按照密集化、网络化规划的实例之一，全校几大学院均采用统

一的7.5m*7.5m的标准柱网组成的标准栋。四翼中部是由图书馆、礼堂、行政楼

等组成的公共核心。交通形成立体网络、人车分离。人从上层平台进入各楼，车从

底层通往下面的停车场。



整个教学楼群结构清晰、紧凑连贯、
便捷高效、交通流畅。

1- 步行路 5- 教学设施

2- 停车场 6- 科研设施

3- 道路 7- 特殊设施

4- 货运入口



（三）校园人文、交往空间规划

以人为中心，以师生为主体，通过建筑与环境有形与无形的教化，体现校

园勤奋求知、刻苦专研的学府氛围。

1、在校园的规划设计中，应有意识地为师生提供适宜的交往和交流空间，

创造各种有利于对话、研讨、沉思和休憩的场所。

2、交往空间的设计应渗透在从建筑个体到校园环境的各个领域中。

3、交往空间应是多功能、多层次的。大致应有三种领域：

⑴ 个人领域

⑵ 小集体领域

⑶ 公共活动领域和校园中心空间

⑷ 不特定空间



个人领域
凡能形成一定的围合、依托和尺度亲切的小环境，让学生愿意停留、休憩或阅读。

个人领域在校园中多种多样：可以是路旁的绿篱、林中的坐凳、池边的置石。体现

在到处随机提供的“就坐”设施。



小集体领域

校园内大量的交往活动是3~5人或6~7人的小集体形式。应当从教学建筑的内部空

间到整个校园的外部环境，注意多提供一些各种利于围坐休憩与交往的空间。

日本大学校园内，两棵大树下，几块
置石，成为凝聚小集体活动的中心。

教学楼前的台阶结合木平台，又有绿
树遮阴，为师生提供课间研讨的佳境。



清华大学校园内，庭院设置座
椅，为师生休憩、交谈提供舒
适的场所。

集中绿地中的小广场可为小集
体活动提供场地。



公共活动领域和校园中心空间

较大的公共活动空间可开展较大规模

的机会、庆典或纪念活动。

如清华大学西区大礼堂前的草坪，可

为学生毕业留念、举行音乐会等大型

公共活动提供场地。



不特定空间

由日本建筑师槙文彦提出。他人为将空间局限于某些特定功能，容易显得刻板和生

硬。“不特定空间”的设计更多地考虑人的多种随机行为，并且通过空间规划的不

特定性，诱发各种新的行为活动。从而使环境更富有活力。

规划者为师生提供了一个多意性的

“舞台”和“背景”。课间，学生们

在广场或廊下，或坐立、或沉思、或

争论，有的围圈起舞，有的在广场铺

上垫子练习柔道……整个校园因激发

众人的参与，而处处充满生机。



（四）校园空间的规划尺度

一个校园中应合理安排大、中、小尺度的多元化空间。尺度宜人的多层次

空间可以诱发多彩的校园生活，使校园充满活力和浓郁的人文气息。

从清华大学东校区总体规划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张弛有度的空间
布局比一位追求“气派”或局促压抑的空间更加适合校园生活。

50年代 70年代 2005年



大尺度的开阔空间。



中等尺度的学习、休
憩空间。



亲切宜人的小尺度空间。



三、校园道路交通规划
（一）大学校园道路交通特点

⑴ 人流状况的阵发性和交错性

“阵发性”即指人流集中在上下课的时间瞬间爆发，需要有充分的疏导和流通

的路网空间。“交错性”一般发生在换课时间宿舍区与教学区，教学区不同教室之

间的人流互动和交叉。

⑵ 通勤方式的多元性

大学校园的通勤方式常有步行、自行车行、机动车行三种。一般宿舍到教学楼

之间超过5分钟（大约400米）的步行距离时，自行车变成为学生的主要代步工具。

⑶ 使用类型的社区化和人文性

大学校园大道路一般具有通勤性和生活性两种特性。因此除了交通只能以外，

它还承载着师生平常时间的漫步、休憩、交往等生活性和社会性的功能，有时还会

成为师生锻炼跑步的场所。



（二）大学校园道路交通规划原则

⑴ 以人为本，人车分流

首先体现步行优先的原则；车行路上则应体现自行车优先；对于车行路网，应

体现可行路、限行路、禁行路的区分。

⑵ 优化校园环境

道路景观规划是优化校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注意处理好一下一些关系：

1、变换道路的空间形态：道路的曲率、动态及方向；空间的宽度、形状及尺度。

2、道路与节点的景观互动：



3、沿路绿化：运用树种、树形、色相、季相的选择与配置，营造绿色化的线形绿带。

4、沿路环境小品的配置：路牌、路灯、座椅、电话亭等。

5、路面质感、纹理及特征的变化

⑶ 管网、绿化要有近远期的综合规划

⑷ 无障碍设计的考虑



日本大学内蜿蜒于草坪中

的步行路，设置坐凳供学

生小憩或阅读。

日本大学内教学区的无障

碍坡道。



四、校园环境规划
（一）校园环境规划原则

⑴ 以人为本的原则

除应体现舒适、安静、优美外，还应为师生提供休憩、学习、思考、交流及互

动空间。增加环境的安全感、归属感、舒适感和人情化。

⑵ 生态性原则

注意校区原有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努力扩大绿化栽植，多种树，少种

草；注意节水节能。

⑶ 整合性原则

应将建筑空间与环境构思统一进行。应结合建筑考虑环境在功能层面的需求与

变化，以及视觉的连续性、层次、节奏与变化。

⑷ 文化性原则

营造浓郁的学府文化氛围，体现和烘托校园读书、研讨、生活的独特文化意象。



（二）校园绿化规划

⑴ 校园绿化的功能与作用

1、生态功能。

2、物理功能：除噪、防晒、防风等

3、美学功能。

⑵ 校园环境绿化的构成

1、景观绿化的整体性形态构成：往往形成点、线、面交替运用及相互穿插

的景观绿化

点状绿化如孤植树

常能成为环境的点

睛之笔，同时形成

一个供师生使用的

小环景。



武汉大学的樱花大道

北京林业大学的银杏大道

线状绿化能起到引导作用，并形成强烈的视觉效果



面状绿化能形成校园大的绿色

基调，同时可结合驻足空间和

座椅小品为师生提供休憩、交

流、阅读的场所。



2、绿化栽植的选择

形体组合、色彩搭配、季相搭配

斯坦福大学内，不同形态植物的精心搭配与组合，可以烘托环境的风格与个性



植物色彩的变化能成

为跳跃的音符，使景

色更加丰富多彩

季相搭配



3、烘托建筑，塑造空间

伯克利大学的标志性钟塔，周围的绿化从形、
色、质等方面与钟塔形成了鲜明对比，有力
烘托了钟塔

清华大学主楼前和两侧栽植的松柏，丰富

了建筑空间的层次，同时烘托了建筑的重

要性



4、绿化与空间品格的营造

导向空间----线形布置的带状绿化，给人以动态的心里导向。

校道上通过两排行道树加强空间导向
性

中山大学内主轴线两侧由高挺的树木构成

的甬道。



4、绿化与空间品格的营造

围合空间---通过绿化栽植这种软

质材料与硬质材料的结合，能形许

多更富生气，更有安全感的围合空

间

校道上通过两排行道树加强空间导向
性



4、绿化与空间品格的营造

分割空间----过长或过大的空间，

利用绿化加以分隔，可形成既“隔”

又“透”，尺度更加宜人的空间环

境。

斯坦福大学内的绿篱带

分隔两栋宿舍楼间的绿化空间



（三）校园地面规划与设计

⑴ 软质铺地（草坪）

平坦的草坪令视野开阔，并衬托建筑

主体更具表现力。同时草坪与树木、

景石等配合能构成美丽的画面。



⑵ 硬质铺地---庭院及广场铺地



⑵ 硬质铺地---步行路铺地

色彩、纹路不宜太花

铺砌面材不宜太光

应注意节奏感



⑶ 水体与水景---水体景观使校园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
较大面积的池水

厦大湖景

北大未名湖湖景



条形水体或小型水体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大未名湖湖景

斯坦福大学

清华大学小河



喷泉

哈佛大学

日本筑波大学



第二部分

两个校园景观设计实例分享



稷下广场
稷下广场



现状优势
◼ 位置优越，位于北入口、学生公寓及体育场

间，为师生休憩与交流提供了上佳的场所。

◼ 现状植物品种较多，配置较好，已经形成了
优美的林下广场空间，是山大‘小树林’文
化的延续。

现状劣势
◼ 地势较平坦单调，且缺少空间变化。
◼ 空间分割较凌乱，缺少交流性空间。两侧交通干道形成干扰。
◼ 稷下广场“百家争鸣”的文化内涵表达不明确，缺少百年名校的历史感与

人文性。
◼ 缺少水景，“山之魂、海之韵”的山大文化无以表达。
◼ 部分植物种植较杂乱，缺少章法。



改造方案中存在的问题

◼ 仿古造型的稷下亭与周边现代建筑风
格不合

◼ 没有充分表达“稷下”所蕴含的百家
争鸣的多元文化与自由思想的历史人
文内涵



• 无可停坐休息空间，无法满足休闲交流功能

• 场地利用率低，缺少为适龄儿童提供的学习型景观

• 场地并非为学生服务，无法吸引适龄儿童人群

• 场地位置重要，缺少对于学校内涵以及办学理念的展示



第三部分

总结



集中力低，难以静坐学习

特殊生理尺度

喜爱鲜亮颜色

富有探索精神与冒险精神

对世界充满好奇

打造属于学生的学习交流空间

打造适合学生生理尺度的
空间

打造符合学生心理尺度的
空间

打造适合不同年龄的交流
空间

打造适合学生的探索学习
空间



打造属于孩子的学习交流空间

丰富且安全的植物

在种植设计上不仅要考

虑到植物的景观效果，同时

也要意识到植物对于学生具

有一定的观赏、科普和玩耍

价值，在自然中宣教。

可塑性场地如白沙

微地形等场地空间可开发的探索性设施

以培养和锻炼学生的体

质与冒险精神为目的。大部

分器具用木质或金属管构析。

同时具有可探索性，在使用

中开发新功能。

变化的地形为学生提供

打滚、俯冲、滑行、躲藏等

场地，因此在设计中可利用

和加强现有的高程变化的地

形，或人为创造变化的微地

形。

在种植设计上不仅要考

虑到植物的景观效果，同时

也要意识到植物对于学生具

有一定的观赏、科普和玩耍

价值，在自然中宣教。

科普探索场所：也许源于人的天性，可能比其他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喜欢亲近

自然。亲自然性使得他们天生爱跟自然玩耍，水、树叶、花草、沙土都是他们

的玩具。和自然紧密融合的场地一方面吸引他们，一方面也教会他们自然生长

和循环的基本道理。同时自然界中随时间而产生的色彩、光影、质感等变化同

样可以引导孩子们自然知识的普及与探索，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与洞察力。

打造在地自然的探索科普场所



学习型景观是一种在校园户外空间中具有学习功能的寓教于乐型的景观，

儿童可以参与其中、进行探索、创新和游戏活动。学习型景观是对课堂教育的

补充，将室内课程教育的内容渗透到校园户外空间中，提供学龄期儿童与现实

接触的机会，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儿童的创新能力与探索精神，从而更好的

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

探索式科普——激发学龄儿童兴趣、在探索中感悟自然

参与式学习——增强互动，激发孩子对自然的热爱

打造寓教于乐的文化互动景观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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