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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工科高校具有严谨、理性的思维特征，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进一步探索工科校园公共

设施的设计方法，挖掘公共设施新的教育内涵。方法 通过前期对典型用户的需求分析、设计因子调研，

提取隐藏在校园景观物理情境、景观氛围情境中的设计元素与景观行为情境中的设计需求，对提取的样

本形态、色彩进行感知评价，再赋予其不同的内涵特征，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对设计因子重要性进行权重

排序，最后将分析所得的设计因子应用于校园公共设施导视系统的设计实践中。结论 通过前期设计调

研与分析，明确了校园环境特征与使用者的需求特征，兼顾了工科高校学科特色与全方位育人要求，提

出了一种适用于工科院校公共设施的设计思路与流程，提升了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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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is rigorous and ration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design method for public facilities will help to explore the new 

educational connot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eeds for users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design 

factors in advance, the landscape atmosphere and the landscape behavior which hidden are extracted. After the selection, 

the shape and color of the extracted samples are evaluated and given different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importance 

of design factors is ranked by the AHP and applied to the design practice for guidance system.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needs of the users are clarified, conside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ineering Campus and all-round education requirements and proposed an idea for the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function of the public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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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是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公共性、

服务性设施[1]。高校中的公共设施在其本质属性外更

具有教育意义，其分类更偏重教育导向，其功能也更

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这些公共设施安置于校园景观

环境系统中，承担着育人、彰显学校特色文化等作用，

是协调环境与学生生活的重要载体。以数学等科学为

基础，以解决生产业需求为目标，专门从事工科教育

的工科高校，其学生特点、校园环境与文化氛围独具

特点[2]。随着国家“新工科”建设的开展，校园公共

设施设计也成为校园文化软实力塑造、学生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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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培养、智慧校园建设的潜力部分。 

目前对校园公共设施的研究中，王崇东等对成都

几所高校的公共设施满意度进行了调研评价，给出了

相应的设计建议与方法[3]。杨晓倩以武汉大学为例[4]，

探讨了校园景观与公共设施设计协调性发展的原则。

张萍等从融合校园文化的角度[5]，提炼了校园文化并

应用于设计中。总体而言，校园公共设施设计的探索

在方法与研究主体上有所进展，但针对高校学科门类

差异去挖掘公共设施的新时代内涵与对应的设计方

法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针对工科高校校园公共设

施计的现有问题，从环境客体、使用者客体、设计主

体等出发，以前期调研分析为依据，结合使用者需求，

对校园公共设施设计进行了探索。 

1  工科校园公共设施特征 

1.1  公共设施现状 

目前大多数工科高校校内公共设施的设计普遍

延续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思路，保证了基本的功能适

用与环境协调。从功能角度看，现有校园公共设施类

型多集中于文教休憩、交通指示、生态保护三类，设

施内容围绕师生教学、生活的各方面需求产生，工科

校园现有公共设施类型见表 1。而在“新工科”建设

与经济、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结合工科高校的教育需

求，公共设施应挖掘出更多新的功能内涵。这就要求

在对校园公共设施进行设计时，要了解过去、立足现

在、眺望未来，传承文化内涵，在现有设施种类上进

行功能整合与延伸，对潜在的公共设施类型与功能进

行挖掘。 

高校公共设施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部分，现

阶段的设计与建造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视觉形

象缺乏有效传达、场所文化未能合理体现、人机交互

体验感不强、景观生态性融合性差、科技引领缺乏、

安全性能不足、维护管理较为松散等，这些劣势无不

制约着高校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的发挥。 

1.2  公共设施所处景观情境 

公共设施处于一定的环境空间中，在显性的客观

景观环境中，其重点在于“形”的表达；在隐性的主 
 

表 1  工科校园现有公共设施类型 
Tab.1  Types of existing public facilities  

in Engineering Campus 

类型 具体内容 

文教休憩类 宣传栏、讲解装置、观察装置、雕塑、装

置艺术、休憩座椅等 

交通指示类 导视系统设施、灯具、单车智能化停放设

施等 

环境保护类 垃圾桶、绿化辅助设施、动物拾便纸取用

箱等 

观精神环境中，其重点在于“意”的表达。“形”与

“意”的融合构成了区域环境中的景观情境。更细致

地说，公共设施所处的景观情境环境可以由景观物理

情境、景观氛围情境与景观行为情境分层体现[6]。 

校园景观物理情境主要基于校园的客观环境条

件，包括建筑群、植物群落、水体构成、特色景观节

点、道路规划等内容，承载着公共设施的具体构件与

师生的日常行为活动，具有复杂性与系统性特征。公

共设施作为校园景观文化的一部分，需要协调与景观

环境生态的关系，也要注重对不同景观空间精神与特

色的呼应和点 。校园的景观氛围情境依赖学校优势

学科门类的特征产生，是学科思维方式与学科群擅长

领域的反映，决定着不同大学的属性与根本区别。此

外，氛围情境的呈现还来源于学校的历史文化，对校

园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有着重要作用。在公共设

施设计中，需要考虑如何将学科技术手段、历史文化

底蕴有机融入，以促成多层次景观氛围情境的产生。

景观行为情境在校园环境里集中体现在校园师生教

学、学习、体育及其衍生的活动中，受教学内容与学

生年龄、知识水平的影响，具有理性化与阶段性特征。

公共设施的设计需要根据学生活动特点进行，并结合

学生潜在的学习、休闲活动需求，注重在设计中融入

对学生行为和思维的引导。 

1.3  公共设施服务对象及设计需求 

工科高校的教研活动基于数学、物理学等学科原

理开展，要求学校师生具备严谨的态度与理性的判

断，精准化的培养要求也将严谨、沉稳、一丝不苟的

特性刻入多数学生的性格精神与学习活动中。工科教

育任务繁重、时代发展紧迫，这使得工科高校偏重理

性思维培养，对人文感性思维培养存在普遍忽视，这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培养的不均衡性，制约了学

生的创新能力。同时，这种对理性思维的侧重从课程

教育蔓延至环境建设等方面，决定着工科院校在学校

景观、文化建设思路、学科氛围与特色上与其他类型

高校存在不同的要求。而在建国后，工科教育体系经

过多年发展已然成熟，也形成了固化的思维与教育方

式。随着“新工科”教育目标的提出，工科传统人才

培养方式亟需创新，加强“创新精神”、“工程能力”

等能力训练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而来，成

为了对人才的新要求[7]。 

公共设施作为校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

学校的整体建设思维，其设计与建设也是促进并激发

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校园公共设施使

用以师生为主，服务对象特征决定着设计细节，因此，

工科高校公共设施的设计需更多地考虑师生主体的

“主动化”与“被动化”需求，实现育人目标，其具

体表现为：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引领、校园与地方文化

的传承、可持续的环境和谐、科技信息的智能体现、

人机的交互性、工程实验的实践能力训练、艺术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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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特色的体现等，这样才能实现新时代工科高校理

性发扬与人文教育的共荣。 

2  工科校园公共设施设计因子分析 

2.1  设计前期调研、分析方案 

成都工业学院建校 106 年，有 3 个四川省本科高

校应用型示范专业，校园占地 1000 余亩，有“鱼吻

荷花”、“陈毅纪念园”等著名景观。根据学校特点，

本文首先采用形态分析法基于学校物理景观环境（建

筑、绿地、重要景观节点等）、景观氛围环境（学科

印象、历史文化）进行可视化转译与精炼，提取其特

征形态与特征色彩的设计因子；其次，经由典型用户

的感知分析，对设计因子进行内涵感知描述评价，构

建感知图谱；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具有内涵特征的

因子进行重要性排序[8]，得出设计因子对设计效果表

征能力的强度排序；最后结合因子排序结果与环境等

影响因素分析，将表征能力最强的设计因子应用于校

园公共设施设计中。 

2.2  感知分析 

用户感知是一种潜在用户直接参与的评价与反

馈体系，评价中典型用户的确定对缩短感知评价时

间、准确表达内涵特征有重要作用[9]。基于校园公共

设施的使用者频率、对学校历史文化的了解程度、对

设计语汇的理解程度三个方面，选取了成都工业学院

2019 届工业设计专业学生为典型用户，对提取的设 
 

计因子进行了感知评价。在构建感知分析图谱时，需

要事先搜集设计因子内涵特征描述的感性词汇，将词

汇进行整合、排序，筛选意义相近的词汇，并构建反

义词词组，形成描述图谱特征的词汇组。使用语义差

异法量化分析[10]，通过五点心理评价法对提取的设计

因子进行感知评价。在五级心理评分表中，根据语义

等级相近词语两两比较的感觉特性，将每个词组划分

为 5 个语气等级（即 1、0.5、0、–0.5、–1），对应语

义为非常符合、一般符合、同等符合、一般符合、非

常符合。最后分别得到 6 个色彩因子、形态因子和与

之对应的特征描述，并形成典型用户的感知评价图谱

见表 2。 

2.3  因子特征权重分析 

AHP 法可应用于多目标综合决策中，是一种多

方案、优化决策的系统方法。本文使用 AHP 层次分

析法对设计因子的特征语汇与形态、色彩进行权重分

析，以寻找对设计风格特色影响较大的因子特征。将

被赋予特征内涵的形态因子与色彩因子进行判断矩

阵构建、计算权重，形态因子层次分析结果见表 3、

色彩因子层次分析结果见表 4。在分析结果一致性检

验中，形态因子 CR 值为 0.041，色彩因子为 0.055，

皆通过检验，表明分析结果可靠，可进一步应用于设

计中。因子的排序反映出该项因子对整体设计风格呈

现的影响程度，权重值 W 最大，对于设计的重要性

越强。从表 3 可见，在形态设计因子中，由机械类学

科专业特色提炼、编号 B1 的因子权重（W）最大，  

表 2  感知评价图谱 
Tab.2  Perceptual evaluation 

编号 色彩因子 内涵特征 编号 形态因子 内涵特征 

A1 灰色（R:150 G:149 B:149） 冷静的 B1  机械的 

A2 红色（R:189 G:88 B:24） 热烈的 B2  循环的 

A3 蓝色（R:62 G:95 B:166） 稳重的 B3  尖锐的 

A4 白色（R:168 G:168 B:164） 纯洁的 B4  科技的 

A5 绿色（R:81 G:163 B:124） 活力的 B5  生命力的 

A6 黄色（R:245 G:222 B:120） 明朗的 B6  怀旧的 

 
表 3  形态因子层次分析结果 

Tab.3  The results of AHP of the form factors 

 机械的 循环的 尖锐的 科技的 生命力 怀旧的 权重（W）值 

B1 0.288 0.17 0.062 0.288 0.098 0.093 0.218 

B2 0.230 0.196 0.071 0.354 0.08 0.069 0.217 

B3 0.219 0.059 0.325 0.239 0.089 0.068 0.180 

B4 0.286 0.189 0.081 0.26 0.134 0.093 0.214 

B5 0.286 0.189 0.081 0.26 0.134 0.05 0.207 

B6 0.15 0.125 0.057 0.213 0.361 0.093 0.168 

CI 0.064 0.043 0.048 0.079 0.039 0.0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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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色彩因子层次分析结果 
Tab.4  The results of AHP of the color factors 

 冷静的 热烈的 稳重的 纯洁的 活力的 明朗的 权重（W）值 

A1 0.332 0.049 0.237 0.168 0.104 0.111 0.209 

A2 0.049 0.285 0.249 0.107 0.157 0.154 0.150 

A3 0.293 0.054 0.372 0.148 0.049 0.084 0.219 

A4 0.319 0.063 0.26 0.073 0.213 0.073 0.208 

A5 0.212 0.048 0.087 0.297 0.125 0.231 0.172 

A6 0.041 0.24 0.071 0.146 0.24 0.262 0.130 

CI 0.021 0.071 0.048 0.089 0.096 0.034 / 

 

 
 

图 1  成都工业学院导视系统设计局部 
Fig.1  Part of the guidance system design of  

Chengdu Technological Technology 

 
表明机械类学科形态印象是最具代表性的，其次是

B2、B4，编号 B3 影响最小。从表 4 可见，色彩设计

因子中，灵感来源于校徽、编号 A3 的因子权重（W）

最大，表明蓝色（R:62 G:95 B:166）是典型的色彩因

子，其次是 A1、A4，编号 A6 的影响最小。表征能

力较强的因子可结合场地环境现有特征、感性认知内

涵描述以及设计语汇在设计中主要使用，其余设计因

子则以点 成分使用。 

3  工科校园公共设施设计实践 

3.1  分析结果的设计应用 

校园公共设施兼具物质与人文多种属性，需要在

校园景观规划层面有整体视野与设计措施规划。重视

与挖掘使用主体的真正需求，紧跟时代脚步，融入美

观、文化、可操作性等显性要素与隐性要素，才能形

成正确的设计理念，逐渐探索出适合工科高校公共设

施的设计之路。通过对使用主体的感知图谱分析，得

到了有学校特质的形态与色彩设计因子，以及语义内

涵上的认知与多元化需求，这有助于寻找场所特质，

设计与之相配的作品。 

在具体设计中，可考虑两个目标导向。第一，发

扬学校学科特色。特色鲜明是高校发展的重要目标，

把握好学科擅长领域、学科氛围特点、学科先进技术，

融入校园景观文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从显性与

隐性的层面进行设计考量，创新公共设施的设计思

考，赋予其更多的内涵。第二，实现公共设施理性培

育与人文教养的共荣。通常，学生要参与公共设施使

用，但学生若参与调研、设计、建造等环节，可使设

计探索过程成为培育学生专业实践与美学教育的探

索性创新平台，可以促进工科高校学生工程实践训练

与人文教养等能力的培育，从而完善工科院校的能力

培育结构。 

3.2  设计实践——成都工业学院导视系统设计 

导视系统影响着使用者的环境感知效率与文化

审美体验，是校园公共设施中涉及范围广、使用频率

较高的重要内容。基于前期调研与设计因子的分析结

果，将典型设计因子应用于实践中，对成都工业学院

公共设施中导视系统进行更新设计。 

在形态方面，将编号为 B1、B2、B4 的形态因子

应用于本次导视系统设计中，并将其他造型元素与装

饰图案进行抽象表现。在色彩方面，根据现有场地特

点，有两种配色方案。A 版本方案在学校范围内广泛

使用，以蓝色（R:62 G:95 B:166）为底色，灰色（R:150 

G:149 B:149）为点 色，白色（R:168 G:168 B:164）

为文字色，调整色彩面积表现实现色彩视觉上的平

衡。B 版本方案贴合成都工业学院文化建筑“红楼（办

公楼）”的文化特点，独此一例，使用灰色（R:150 

G:149 B:149）作为底色，蓝色（R:62 G:95 B:166）与

红色（R:189 G:88 B:24）作为点 ，灰色（R:150 G:149 

B:149）、白色（R:168 G:168 B:164）为文字色。在此基

础上，除了文字介绍外，导视牌上还应放置储存学校

主页或景点介绍的二维码，形成潜在的互动渠道，提高

人与设施的交互性。在造型、图案、色彩、科技、文化

的协调下，最终形成成都工业学院导视系统设计方案，

张贵超设计的成都工业学院导视系统设计局部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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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工科”背景下，工科高校的建设进入了新

阶段，这种“新”的改变也应体现在校园建设的各方

面。校园景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学校

理念、设计师构想、师生多样化需求、施工限制条件、

城市需求与互动的集体反映。公共设施作为其中连接

环境与用户交流的载体，其设计承载着更多的教育意

义，值得关注与探索。本文通过对典型用户的感知调

研，提取具有代表性的形态因子和色彩因子，对其分

别进行权重分析与排序，用于指导设计实践。在因子

排序结果的应用中，首先应重点考虑最大影响力因子

的使用，以契合用户需求。如本次调研结果显示，形

态上机械类学科形态印象、色彩上蓝色(R:62 G:95 

B:166)权重值最大，是典型设计因子，因此在导视系

统设计中应重点使用。其次，排名靠后的设计因子群

在应用时需要加以整合、搭配，与影响力最大的因子

一起协调使用，形成张弛有度、意蕴丰富的设计作品。

如设计方案中便将色彩因子 A1、A4 与形态因子 B4、

B6 等进行不同比例的组合应用，提升了作品表现力。

最后，在应对特殊的设计对象时，要创造性地使用设

计因子的排序结果，达到整体协调下兼顾细节特色的

设计目标，提升作品的生动性与全面性。B 版本导视

牌设计便是贴合成都工业学院标志性建筑的特点来

量身定做的，突出了其文化性需求。 

在对公共设施的设计探索中，本文挖掘了使用者

与设计作品之间的本质性联系，融合了理性分析与感

性设计，完成了成都工业学院导视系统的更新设计。

其中，将典型用户对学校环境的直观感知提炼为设计

因子，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同时，本文的研

究方法与设计实践过程可为工科高校公共设施的设

计提供参考。但因多种原因限制，本次设计实践探索

还不够广泛与深入，未来也将进一步从使用者感知体

验出发，注重设计反馈，探索工科高校各类型公共设

施设计的可行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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