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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社会的不断

进步，大学生公寓建设的物质和精神功

能向多元化和更深层次延伸。提倡素质教

育、开放式教学的新教育观念，以及青年

学生渴望交往、寻求信息的新时代心理特

征，都要求我们在满足学生基本住宿需求

的同时更多思考与关注大学生公寓的交往

空间设计。 

1 大学生公寓交往空间现状

由于我国高校学生公寓在很长时间里

一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最基本的功能是

满足学生的居住要求，总体来说,学生公寓

的交往空间现状具有如下特点.

1.1 空间环境有所改善，但仍不利于交往

居住密度较大，造价低廉，空间单

调，干扰较大的长廊式学生公寓仍为主

流。外部空间环境上较多采用单调乏味的

行列式布局，缺少空间的领域感和场所

感，即使采用院落式布局，但空间组织凌

乱，失去了交往的意义。

1.2 无意识交往空间形成，但缺少层次

现有的居住条件虽然没有很好的创造

利于交往的空间环境，但学生在生活学

习中自发形成了一定的交往空间以满足自

身需求，如盥洗室里学生一边洗衣，一边

聊天。这种非刻意设计的场所，在今天交

流空间匮乏的公寓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这种空间里，交往是某一功能的附属产

物，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限制，环境质量较

差、缺少层次性等特点。

1.3 交往空间设计理念有所体现，但缺少

系统化和层次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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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满足最低要求的居住功能基础上，

对学生公寓的交往空间认识，在近几年的

设计中开始有所体现。但交往空间的设计

多着眼于学生宿舍内部的私密空间，如

阳台、客厅、公共活动室等。宏观上对

有利于交往的合理规模、合理的空间形

态；在设计手法上，对如何促进整栋公

寓楼的学生交往、栋与栋之间的学生交

往、整个公寓区内的学生交往等尚缺系

统的设计和研究。

杨·盖里在《交往空间》中提出，为

居民创造多种性质的空间层次，如私密、

半私密、半公共及公共空间，将有助于增

进居民交往。一个合理的大学生公寓交往

空间应该是个整体性的概念，有合理的等

级体系，促使学生在不同层次上相会，并

提供给他们继续交往的可能，这将有助于

形成和保持稳定的社交关系。对学生良好

个性形成、学业和事业成功、身心健康发

展都有重要意义。

2 划分合理的交往空间层次

对于交往空间层次的研究，较具代表

性的是住宅区邻里层次、交往单元、空间

分级等理论。而大学生公寓和一般住宅的

主要区别在于，交往不是以血缘和直接情

感为纽带，其基本单位也不是家庭。学生

公寓具有一套自己的结构组织形式：以寝

室作为基本单位，经过廊道和楼梯的空间

组织，进而发展成公寓楼。

本文依据学生交往对象和交往行为特

性，结合住区交往空间的理论，以学生公

寓的寝室为基本单位，把学生公寓交往空

间的层次划分为：单间寝室交往空间——

多间寝室交往空间——楼层交往空间——

楼栋交往空间——公寓建筑邻近交往空

间——公寓组群户外交往空间。这种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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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符合学生公寓的组成结构体系，并

将抽象的空间形态具体化，在设计层面上

提供具体的设计手法。

3 创造多层次的交往空间体系

3.1 单间寝室交往空间设计

单间寝室是公寓的最基本组成单位，

也是最为复杂的交往空间。由于寝室面积

有限，要更好的促进学生之间的交往，应

控制寝室人数的规模大小，符合国家教委

规定的“四、二、一”标准 （本科生四

人一间、硕士生二人一间、博士生一人一

间）。在设计上处理好房间的休息空间与

活动空间，私密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
（1）在满足面积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家

具布置，以有效地利用空间

活动空间居中布置（图1a），在空间

上易形成内聚中心，有利于学生的交往。

但学生私密性没有太多保障，学习易受干

扰。这种布局适合于低年级。活动空间设

于一侧 （图1b）有利于保障个人的私密

性，但采光效果较差。活动空间设于尽端

（图1c）有较好的采光日照，且彼此间干

扰较小，聚会时，有利于形成交往中心。

活动空间分散布置（图1d），私密性得到

较好的保证，彼此无干扰，利于在寝室内

学习，但不利于形成交往中心，适用于高

年级或研究生居住。采用统一的上下布局

的定型家具，上部为床位，下为书桌，衣

图1 寝室家具布置的形式

图2 德国慕尼黑Bungalow学生公寓图3 寝室入口的过渡处理

图4 将阳台移到侧面形成上下层寝室合用阳台   图5 德国Reutlingen 专科大学学生公寓，每

个单元的公共空间和走廊形成外部空间

与私人空间的

图6 海德维克学生宿舍楼具有复合功能的走廊

a 居中布置 b 设于一侧 c 设于尽端 d 分散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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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增加了上铺的私密性，但也产生了下

部空间缺少足够的交友座处的问题
（2）在住宿标准较高的情况下，适当地扩

大空间。

通过水平向的延伸，设置富裕空间或

设置阳台，面积大小能摆放两张座椅。

这对于家具竖直布置、或分散布置的学

生寝室能较好的解决交往问题。也可采

用在竖直方向上扩大空间，形成“上住

下学”或“上学下住”的新居住模式。

如德国慕尼黑Bungalow学生公寓底层满

足独立生活的基本需要，顶层为工作学

习的房间[1] （图2）。

3.2 多间寝室交往空间设计

主要是促进和满足寝室之间的相互交

往。并应有合适的规模大小，一般在10人

左右，以国内住宿标准一般为3～4间。在

设计中常用具有一定功能的公共空间将几

个单间寝室有机的结合起来，促使其形成

具有小家庭式的内聚、向心的组合形式。

形成从单间的私密空间到多间共同拥有的

公共空间序列。
（1）公共空间水平设计

①利用功能空间促进交往。如设置多

间寝室合用的公共客厅或盥洗室、开敞式

厨房与餐厅；结合卫生间设置两间寝室共

用的阳台等。

②在建筑面积有限，无法设置较大面

积的公共空间时，可采取在寝室入口处凹

入、或突出一块空间（图3）。扩大入口

空间对于多间寝室组群具有领域感和归属

感，这些寝室的居住者可以在过渡空间等

候、交谈、活动。空间大小至少应该满足

2～3人站立交谈，不至于产生拥挤感。
（2）公共空间的竖向布置

将传统的阳台移到侧面，竖向合用，

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将上下左右四间

寝室形成一个具有“家”性质的单元。

有效的促进上下两层的寝室单元的交往

互动[2] （图4）。

3.3 楼层交往空间设计

楼层交往空间是通过走廊将学生公寓

多间寝室在水平方向组合成的空间，它是

不同寝室同学的重要交往场所。在空间组

合形态上有多种形式，是学生公寓交往的

一个重要层面。合理的布局形态可以弥补

学生公寓在单间或多间交往存在的缺陷。

楼层单元空间应该选择有利于交往的

公寓空间组织形式，如单元与廊结合的形

式[3] （图5）。并具有合适的规模，注重

可达性和环境质量。

走廊是学生公寓中的交通空间，也是

最能产生随意性交往的场所。在设计手

法上，通过廊道空间的转折、开敞、扩

展等方法创造具有复合功能的走廊，从

而满足交往。德国的斯图加特海德维克

学生宿舍楼每个居住单元前凹入设有一

个过渡空间，外走廊部分向外扩大形成

图7 取消部分房间形成交往空间 图8 南昌大学学生公寓两层楼形成的中庭交往

空间

图9 南通医学院学生公寓剖面，直跑楼梯更容易创造随机和

偶然性的交往

图10 不利于公寓群体之间交

往的布局形式
图11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式院组团平面（阴影处为配套

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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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台，放置休闲座椅和花架，打破了传

统长廊单调的线性空间，成为学生主要

的交流区4（图6） 。对传统封闭内廊则

可取消部分房间，提供一个具有较好采

光通风和景观的驻留空间以促进学生交

往（图7）。

公共设施的集中意味着各种活动的集

中，也意味着交往发生的可能。设置满足

楼层需求的公共设施以激发、诱导人们的

交往。公共设施的布置，应该在它所服务

区域内的中心位置，方便每个人到达，同

时必须满足大学生日常的行为路线。

3.4 公寓楼栋交往空间设计

公寓楼栋交往空间主要是满足整栋楼

的学生交往的需求。学生在公寓楼中较多

在本楼层活动，或仅限于上下层。对于公

寓楼栋交往空间，应淡化分层概念，促进

整个楼栋的学生交往。

公共设施的设置每层楼可避免重复，

或采用错半层的设置，也能有效的促进上

下两层的学生进行交往。

设置共享中庭和围合院落，在建筑内

部提供使用者公共交往的场所，除了常见

的贯穿建筑的整个纵深方向的大空间设

置，尝试在建筑中部每两层结合盥洗室和

公共活动室设计设一个贯通的共享中庭的

设计手法也极具特点（图8）。

对竖直交通联系空间进行充分利用，

楼梯除了作为上下层交通联系外，还能够

提供随机和偶然性的交往。楼梯和中庭、

廊的结合，提供了人看人的行为机会，更

宜产生具有活力的交往空间。楼梯的尺寸

和形式应该满足交往的需求，如：供人休

息的平台应该适当放宽或与观景平台结合

起来设计。贯穿整栋楼的开敞直跑楼梯比

单独设置的楼梯间要更容易创造偶然性的

交往。如南通医学院学生公寓设计，每层

设两部直跑楼梯，学生上楼时自然和周围

宿舍发生关系[5]（图9）。

做好公寓楼入口门厅的设计，公寓楼

的入口门厅是室内外空间的过渡，也是整

栋楼人流出入必须经过的空间。入口门厅

应该有较大的面积可以疏散引导人流，一

般设在公寓楼的中部，让流线更加便捷。

门厅还应有良好的景观和适当的设施，如

布告栏、休息座椅等可满足学生交流与休

憩等多方面需求。

3.5 公寓建筑邻近交往空间设计

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公寓的邻近交往

空间，是指与建筑联系较为密切的空间。

在使用性质上主要是满足本栋学生使用的

公共空间。包括归属于单栋学生公寓的院

落空间和公寓内部和外部的过渡空间。

（1）创造具有领域感的学生公寓邻近空间

空间的边缘如果界定不清、过于开

放，往往会形成人流行走穿越的单一交

通空间和不愿停留的消极空间。在这种

情况下，整个学生公寓的认同感往往仅

局限在居住单元内，无法向更大的范

围延展，不利于交往的产生。因此适度

的围合是实现空间领域感的必要手段。

“U”形的围合是一种常用的方式。具有

较明显的向心性和归属感，并向更高一

级的公共空间开放。 
（2）处理好学生公寓邻近空间的室内外

过渡

入口领域的过渡，可以是有一定深度

的门洞或门廊，也可以是入口的庭院，还

可以是地面高差的变化。在设计中应该提

供舒适的滞留空间，创造休闲、等候、晒

太阳的环境，增加公寓楼的亲切感和生活

气氛。

底层架空，采用架空和景观的结合，

促进各个公寓组团之间的开放与通透，为

学生提供一个私密性与公共性并重的交流

活动场所； 此外还可架空与停车结合，

架空与公共配套设施相结合。

屋顶平台的设计，在满足晾晒场所的

情况下，将其分隔成不同功能区域。适当

设置景观和座椅，并结合立面造型的廊架

提供局部的领域感和遮蔽感。学生可以阅

读、讨论和活动。从而形成充满生气的交

往空间。

3.6 公寓群体户外交往空间设计

是单栋学生公寓邻近交往空间的延

伸，在使用性质上是多栋学生公寓共同使

用的外部公共空间。

①适度围合与开放的组群空间。

单栋学生公寓围合式的院落布局，使

空间的私密性大大增加，但仍采用行列

式的布置，外部空间就成了从属于单栋

公寓的私有空间，其他栋的学生基本不

会涉入（图10）。因此，有利于交往的

学生公寓群体在户外空间形态上应该在

处理好从属于单栋邻近交往空间的基础

上，强调多栋群体之间的适当围合以产

生整个组群的领域感和从属感。在空间

结构上要在开放与封闭中寻求平衡，以

做好和其他公寓组群、居住区公共开放

空间的流通、渗透和过渡 。如美国哈佛

大学研究生式院组团开放式的建筑群布

局产生若干个彼此相连，不同形状，不

同比例的院落空间[6] （图11）。

②加强学生公寓单体之间的联系，创

造立体化步行交往系统。

设读报栏、休息座椅的复合功能的多

层交通连廊、平台；在栋与栋之间设置配

套服务公共设施：活动中心、食堂、商场

等，通过行为活动的参与，使学生的认同

和归属感扩大到几栋居住单体围合的院落

内，从而促进交流。

③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外部空间环境，

通过绿化、水景、活动、道路、休憩、小

品等要素进行合理设计。                      ■

（注  文中图片除有说明外，均为作者

自摄、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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