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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尝试将群构与重组的设计理念应用于公共设施创新设计中，探索社团活动空间中公共设施

设计策略。方法 从当下中学社团活动空间中公共设施存在的问题着手，在人员空间动线、功能需求、

心理认知性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与研讨，并将群构与重组的设计方法应用于中学社团活动空间公共设施

设计与研究中。结合中学社团活动空间设计项目实例，探索社团活动空间中用户的功能需求与空间内公

共设施布局的合理性。结论 针对公共社团活动空间的相关特性与发展现状，探究了中学社团活动空间

环境的公共设施设计，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中学社团活动空间公共设施体系。中学社团公共设施的设

计研究既是对中学生课外拓展及活动空间复合性功能的满足，又是人性化综合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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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Space Public Facilities of Middle School Community  

Based on Group Structure and Re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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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try to apply the design concept of group structure and reorganization to the innovation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y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community activity space. Starting 

from the problem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activity space of middle school community,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was made on the dynamic line analysis of personnel space, the analysis of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and psy-

chocognitive analysis, and the design method of group structure and reorganization was applied to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activity space of middle school community. Combined with the project of community activity 

space design in middle school,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users in community activity space an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layout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space were explor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public community activity space, the public facilities design of the activity space environment of middle school commu-

nity was explored, and a relatively perfect public facilities system of the activity space of middle school community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public facilities of middle school community is not only the satisfaction 

to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expansion and the complex function of activity space,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con-

tinuous improvement and promotion of humanized comprehensive supporting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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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活动空间是一个复合性空间综合体系，空间 内包含功能需求、文化传播、心理环境等诸多方面。

【高校设计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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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环境有利于活跃学生氛围，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丰富课余生活，交流思想，启发灵感，增进彼此

间团结与友谊[1]。根据我国新课程改革中对于课程结

构的调整内容，提出将综合实践活动纳入中学必修课

程，要求学生以科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拓展式学习，提

升综合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社团

活动形式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满足学生个性化

发展需求，完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化的实施，有利于

学生的全面发展[2]。目前，相关研究人员对于中学社

团活动空间中公共设施的研究仅仅从创新理念的角

度展开，针对公共设施本身的功能复合性及与周围环

境空间的关联性方面却有所忽视。 

1  中学社团活动空间公共设施的主要类型 

中学社团活动空间公共设施是学生社团活动、社

会实践、课外拓展等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课余时间，

大多数学生集中于课堂外活动空间进行兴趣实践、娱

乐休闲及体育运动等相关活动。社团活动空间公共设 
 

施恰巧可以满足学生的使用需求，引发他们行为及心

理上的积极主动性，自主融入社团活动空间环境中。

同时，结合行为平面地图的调查方法探究行为与其发

生的物质空间的关联性，对社团空间内人员分布区

域、聚集特征、流动情况进行捕捉[3]。根据空间内人

员行为动线分析可以将空间划分为聚集型区域、流动

型区域和散落型区域。空间内公共设施类型分析见图

1，空间内人员行为动线分析见图 2。 

1.1  聚集型区域 

社团活动空间中聚集型区域内的功能形式主要

包括交流区域、实践互动区域、综合活动区域、宣传

区域等空间区域，将聚集型活动集中于聚集型空间区

域中。公共设施设计需要满足复合空间模式下的功能

需求，桌椅、陈设等相关设施可自由组合排列，满足

社团不同活动需求的情景设置。交流区域内座椅根据

需求可采用单人、双人、多人等组合模式，自由组合

形成 1 人、2 人、3 人等小组模式进行交流讨论。通

过这种公共设施组合排布形式可提升学生间互动、交 

 
 

图 1  空间内公共设施类型分析 
Fig.1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space 

 

 
 

图 2  空间内人员行为动线分析 
Fig.2  Behavior line analysis of personnel i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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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能力，同时，激发相互间的兴趣点，营造一种启发

式的创新教育环境氛围。基于学校闭合环境建立同学

间的感情与信任，激发彼此间更多的互动、互助的交

流行为[4]。 

1.2  散落型区域 

散落型区域主要为 1 人或若干人小范围使用模

式，一般为独立空间的环境需求。功能形式多为阅读

区域、学习区域、冥想区域等静态空间区域。阅读区

域内设有书架和桌椅等陈设设施，绿植排布形成半围

合式空间，隔断及墙体表面绘有文化图形或故事图

案，以此营造阅读环境的空间氛围，宣传学校特色校

园文化。将“趣味性”空间与阅读空间相融合，能激

发学生阅读兴趣，更好地迎合中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

要求[5]。空间内公共设施散落式点化布局形式，方便使

用者随时坐、自由坐，营造一种具有轻松感的体验环境，

可缓解公共设施聚集、整齐、交汇排布所产生的空间紧

张感，这样的布局形式更有利于阅读、交流与思考。 

1.3  流动型区域 

人员的行走轨迹构成流动动线，在空间中形成公

共交通区域（即流动型区域）。流动型区域是公共设

施区域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协调处理好

人与公共设施、公共设施与社团空间环境之间的关系

问题。社团活动空间作为人员公共聚集性活动区域，

空间内公共设施应根据空间功能与人员使用需求有

序地组合排布。空间中采用功能模块区域性排布方

式，将整体空间通过一定形式和视觉方式进行空间内

区域围合化处理。例如仁怀市第六中学社团的活动空 

间是将空间根据功能性与使用需求性划分为十二个

空间区域，空间区域内公共设施包括字母椅、蜂巢椅、

梯田椅、键盘椅、多边形椅、伊姆斯椅、棋盘椅、趣

味椅、几何椅、蛋形椅、雅颂椅、文化展示等区域。

社团空间功能区域分布见图 3。公共设施严格参照中

学生人体工程学进行设计，保障中学生使用期间的舒

适性与安全性。其中各区域内都规划有固定的流动通

道，并且通道内地面全部采用平整度处理，适用于无

障碍人群的使用。社团空间一般为聚集性活动场所，

空间环境的安全性应放在首要位置进行考虑，空间内

群组活动中难免会有磕碰情况出现。据研究表明危险

外角和危险锐利边缘及尖端是儿童及学生家具中存

在危险隐患的主要部位。因此，公共设施边缘处需要

全部进行倒角处理，从而消除安全隐患，保证学生安

全，以防止意外磕碰所造成的二次伤害[6]。设计过程

中，要求社团活动空间内的公共设施及环境具有“主

动性”，人员在使用过程中可快速地参与其中，以此

保证空间环境的规划合理性，切实满足师生的日常需

求。空间设施区域类型见图 4。 

三种空间区域划分形式都是围绕空间功能与公

共设施需求布局进行规划设计的，聚集型空间设施之

间组合形式多样、区域内人员联系紧密，相互间联络

信息半径呈交集形式。流动型空间主要考虑设施与空

间环境之间的关系，动线布局方便人员自由选择行走

路线，可潜在规划、指导空间内交通，更好地提供合

理、安全的活动空间环境。散落型空间设施之间形式

组合单一，区域内人员距离疏远，相互间联络信息半

径呈相离形式。 

 

 
 

图 3  社团空间功能区域分布 
Fig.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spati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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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空间设施区域类型 
Fig.4  Regional types of space facilities 

 

2  中学社团活动空间公共设施的理论依据 

根据 2001 年 6 月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以邓小

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每个学

生的发展为核心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这次意义深远的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

之一是关注学生的发展，即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

展。结合当下新课程改革的相关政策，提出重建课程

结构，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提倡探究式、开放式的

教学和学习方式，注重学生的兴趣与情感，引导学生

创新性学习。然而学生的能力和素质的发展，不能仅

依赖课堂教学，更需要大量课外丰富的实践活动的补

充[2]。将群构作为一种设计方法应用于公共设施与空

间环境中，构建群构体系，指导设计实践。群化构成

理念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就已经出现，并且格式塔理论

的创始人威特海默·马克斯（Max Wertheimer）提出

了一种“群化组合”的理论方法。 

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学者对学生活动空间公

共设施的规划建设日益重视，并参与进行设计实践。

张萍等人通过设计表现手法，结合环境行为学、人机

工程学及无障碍设计理论，从校园文化角度探究了高

校公共设施的设计应用研究[7]。王天赋、季玲基于校园

家具的现状分析，从使用者及校园情境出发，融合校

园环境、文化及公众参与三个方面探索了公共艺术形

态下校园家具的创新设计策略[8]。曹子彧、金慧建从

系统论角度出发，将校园公共设施的发展过程及问题

现状进行了结合与分析，归纳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

并进行了评价分析，对高校校园公共设施进行了综合探

讨[9]。廖绮琳从地区性气候特征与学生活动中心的交

往空间特征两个关键点出发，基于特质归纳问题并进

行实践分析，提出了促进学生交往活动的设计策略[10]。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综合性人才的需求。学生

教育不能还是过去单一的授课模式，而应转变为开放

式、自主学习与兴趣实践相结合的新模式，而环境对

于新模式下学生的综合培养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很

多中学对学生新模式培养与教育的认识及重视程度

不足，校园内没有相关独立的空间环境，公共设施陈

旧且缺乏，更有甚者因空间内公共设施及布局规划不

当造成学生意外伤害等。因此，基于群构设计理论与

方法，加强中学社团活动空间公共设施建设，为学生

的课外学习实践及综合性学习交流提供适宜的空间

环境，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学生的活动、交流、阅读、

实践的需求提供便利，提升空间环境的舒适性。 

3  社团活动空间公共设施设计 

通过社团活动空间公共设施设计的相关理论研

究，结合贵州省仁怀市第六中学校园环境空间改造项

目进行设计实践。仁怀市第六中学为省级示范级高

中，全校师生约 3 700 余人。在学校整体项目规划建

设中按照功能性需求进行了功能区域划分。其中主要

规划建设区域为教学区域与行政办公区域。社团活动

区域位于教学区，教学区域为学生密集集中区域，空

间的动线设计及公共设施布局的合理性成为该区域

设计规划的重要方面。 

根据空间内区域功能分析与人员行走动态影像、
逗留时长分析得出社团活动空间行为动线，见图 5；
根据动线分析中人员的聚集、散落、流动区域，划分
主次交通动线；基于群构设计理论与方法，对公共设
施类别单元进行有序归纳、组织，构建成社团活动空
间体系，见图 6。通过群化组合构建的空间系统，各
公共设施类别单元构成单一元素，根据空间的相关功
能与使用需求将单元连接，进行归类群化。根据公共
设施群化推演过程：第一部分为单一点模块单元（散
落的单一类别区域设施单体）；第二部分为区域模块
单元（区域设施单体构建聚集为功能区域）；第三部
分为群体模块单元（功能区域单元继续组合形成群体
模块，构成体系）。群化空间构成推演（改绘）见图
7（图片来源非标准建筑笔记丛书）。公共设施经过功
能性的自由群构与重组后形成类别区域性设施体系。
公共设施群化整合过程见图 8。将空间内各单一设施
类别模块的功能结合群化空间构成方法进行区域归
类，按照功能需求将区域性设施体系根据环境空间的
整体规划进行区域放置、归位。所有功能区域全部通
过此方法进行模块组合归位，从而构成整体的公共设
施体系来指导社团活动空间的设计。 

结合相关空间功能划分得出公共设施的平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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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仁怀市第六中学社团空间人员行为动线分析 
Fig.5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of the personnel in community space of Renhuai Sixth High School 

 

 
 

图 6  社团空间公共设施类型分布 
Fig.6  Type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space public facilities 

 

 
 

图 7  群化空间构成推演（改绘） 
Fig.7  Grouping space composition (redr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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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公共设施群化整合过程 
Fig.8  Grouping integration process of public facilities 

 

 
 

图 9  仁怀市第六中学社团公共设施组合形式 
Fig.9  Public facilities combination form of community in Renhuai Sixth High School 

 

置，如图 6。公共设施适宜的空间分布可为师生提供

一个方便且舒适的活动空间环境。以下从社区性、复

合性、传承性、体验性四个方面进行设计实践应用及

研究。 

3.1  社区性 

“社区”指人、地域、组织、文化、设施、归属

感等各要素之间相互独立，彼此之间不存在派生关

系，但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形式[11]。由于中学社

团活动空间内学生日常行为活动多为小组或团体模

式，所以将空间区域单元规划为社区性活动空间。社

区性主要体现在设施布置的自由度与灵活性上，社区

性活动空间内公共设施可自由移动、组合，按需灵活

使用。仁怀市第六中学社团公共设施组合形式见图 9。

同时，社团空间公共设施以功能性为主导，社团活动

与阅读、交流活动的需求同步规划。很大程度上实现

了“社团—学习—阅读—交流—娱乐—实践”的和谐

统一[12-13]。社区化社团活动空间强调活泼、创新、多

元的空间理念，为师生提供舒适、宜人且配套设施完

善的空间环境。 

3.2  复合性 

社团活动空间内的基本功能要满足不同背景情

况下的各项活动，其中既有开放式的动态活动形式，

又有阅读式的静态活动形式。不同的活动形式通过隔

断围合及公共设施的组合排布得以实现。复合性主要

体现在公共设施的功能多样性与适应性方面，在仁怀

市第六中学环境改造项目中，社团活动空间是在固定

的场所下要满足社团日常活动、师生课外阅读交流与

课程辅导、小型排练及演出活动等十余类功能需求。

字母椅、蜂巢椅、梯田椅区域可通过公共设施移动组

合的形式形成空间全开放模式，满足空间范围需求量

较大的活动。东侧阅读区域通过书架的隔断实现阅读

区域的围合，结合中式隔断及竹类植被共同营造园林

式静态阅读空间环境。植被的融入可美化空间环境、

缓解阅读疲劳，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自然归属感。 

3.3  传承性 

社团活动是校园环境规划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校园文化是社团活动空间建设的灵魂。校园的文

化传承如同民族的文脉传承一样需要借助载体。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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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文化由于地域性的差异导致内容、形式各异。具 

体到社团活动空间中的公共设施而言，文化符号的融

入是必要的，这既是对于当地文化风俗的尊重，也是

对于校园特色文化的传承。传承性体现在公共设施外

观造型与装饰元素方面，在仁怀市第六中学的社团空

间环境中，将蜂巢、梯田和蝴蝶的特色传统纹样应用

于公共设施的创新设计之中。蝴蝶作为贵州地区少数

民族苗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形式，在座椅的外观、纹样、

组合形式等方面得以体现；梯田代表贵州地区以水稻

为主的耕种方式，梯田的符号更能贴近当地人的生活

环境；蜂巢代表着一种“凝聚力”，体现由师生形成

的一种群体，这种群体有助于互助式的学习与成长。

这一系列的符号及组合方式都能更好地让师生在社

团空间的使用过程中拥有一种情怀与内心的归属感。 

3.4  体验性 

空间的体验性设计从设施的舒适性、设施与周围

环境的融合性出发，以人为本，通过设施与环境的整 
 

体规划实现沉浸式的空间体验，使用户群体自主式地

融入环境中使用并体验功能。比如仁怀市第六中学社

团空间中的雅颂椅区域，它将新中式家具与传统竹

林、水墨壁画的元素相融合，烘托出了传统中国文化

的书香环境氛围，使用户群体在阅读空间中的体验更

加舒适。同时，使用群体可根据需求灵活布置环境空

间，使空间使用功能更为舒适与便捷。 

针对社团活动空间中公共设施策略探索及设计

实践，提出了社团活动空间的社区性、复合性、传承

性的设计理念与方法，并应用于仁怀市第六中学的社

团空间公共设施设计实践之中，实现了公共设施的合

理化分布与使用。项目完成后根据一定时长的观察、

分析及调研，该社团空间公共设施设计达到预期设

计目标，满足师生对于社团活动空间复合模式的功

能需求，为师生提供了一个舒适、美观、适宜的社

团活动空间环境。仁怀市第六中学社团活动空间方

案见图 10，仁怀市第六中学社团活动空间方案实景

见图 11。 

 
 

图 10  仁怀市第六中学社团活动空间方案 
Fig.10  Community activity space program in Renhuai Sixth High School 

 

 
 

图 11  仁怀市第六中学社团活动空间方案实景 
Fig.11  Real scene of community activity space program in Renhuai Sixth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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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仁怀市第六中学社团空间方案调研评估 
Tab.1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ommunity space program in Renhuai Sixth High School 

 社区性 复合性 传承性 体验性 综合满意度 

校领导 1 人 3 人 2 人 2 人 

教职工 4 人 10 人 9 人 7 人 

各年级学生 11 人 9 人 3 人 7 人 

权重比 24% 31% 21% 24% 

84% 

 

 
 

图 12  仁怀市第六中学社团活动空间方案评估分析 
Fig.12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community activity space program in Renhuai Sixth High School 

 
依据社区性、复合性、传承性、体验性四个方面

对项目设计方案进行综合评价。从仁怀市第六中学中

随机挑选教职工三十人，各年级学生三十人，校领导

八人，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从社区性、复合性、传承

性与体验性四个功能性方面的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

价。收集了调查问卷总计六十八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六十八份。通过分析问卷可知：四种功能性由高到低

依次为复合性、社区性、体验性与传承性。其中校领

导、教职工群体对复合性功能满意度较高；学生群体

对社区性功能满意度较高。同时，结合相关功能性满

意度调研的分析可得出其项目综合满意度为 84%。仁

怀市第六中学社团空间方案调研评估见表 1，仁怀市

第六中学社团活动空间方案评估分析见图 12。 

通过调研分析，可知项目方案综合评价满意度为

84%，证明此次项目设计方案具有可行性。由于复合

性与社区性功能满意度较高，可在此类相关项目设计

中优先考虑，有利于提升空间环境质量与公共设施

水平。 

4  结语 

社团活动空间环境中的公共设施创新设计是一

个基于群构与重组的系统规划模式，迎合了中学师生

的功能使用需求，较大程度地满足了师生社团活动、

阅读、交流、拓展实践等相关活动的环境需求，提供

了一个舒适美观、公共设施齐全的社团活动空间环

境。目前，随着中学学生学习实践及认知需求的不断

提高，针对中学学生社团空间的公共设施无论是在设

施本身还是关注点层面上都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对此类空间环境进行系统、合理、创新的设计已迫在 

眉睫。如今，设计师必须立足于实际本身，从公共设

施所处的地域环境、适用人群、功能需求、使用安全

等方面进行人性化设计，提升中学社团空间公共设施

的舒适度，烘托学校特色校园文化，促进中学生健康

成长与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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