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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楼公共文化空间设计研究
——以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叶　莉
（广西艺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随着现代教育教学的不断改革，高校教学环境不再是以前千篇一律的传统式大桶楼，涌现出的现代高校教学

楼都有了一定的设计韵味；打破传统教学楼空间布局形式，在现代高校校园文化空间设计中，公共空间设计是重中之重，；

面对现高校教育的不断改革，全国高校都在对校园环境和教学环境进行整改，尤其在新建的高校教学楼中通过公共空间文化

表现和交通组织来增强校园文化的主体性。在新的教育理念模式下，同时教学楼作为学校学生和老师的主要使用场所，如何

设计出既体现学院特色又能增强师生交流互动场所是将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高校教学楼其中一栋公共空间作为研究对象，

从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特色出发，依据空间形式的不同，设计出符合现代高校师生个性化需求的公共文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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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公共空间
1.1 公共空间的概念

公共空间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侠义是指人们提供日常

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公共室内及室外空间，室内包括校园、餐

厅、办公空间、政府机关及娱乐场所等；室外包括公园、街

道、广场等；广义是指人们进入空间所在空间上的交流互动。

公共空间没有人员等级限制，任何人都有权进入，因此也是

人员流动最大的空间场所，尤其是在高校校园环境中，公共

空间则为师生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是教学空间设计

的重中之重，也是体现凝聚校园文化和展现校园特色的重要

场所。

1.2 公共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关系

公共空间作为展现文化和改善环境的重要空间，是加强

人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公共空间包括室内空间和室外空

间，其主要功能是为进入空间中的人们提供一个休闲交流场

所，主要服务对象是人，因此从人的角度出发，怎样能将人

带入空间的同时引入特色文化是重要一环，可以通过公共空

间展示把特色文化借助软装饰和材料色彩搭配融入进来。文

化空间可以作为公共空间设计的一小部分进行思考，通过多

样展示形式，运用不同的色彩和材料将富有校园特色文化融

合于公共空间文化之中。

2 设计条件
2.1 教学楼公共文化空间现状

对于现高校新建的教学空间而言，相比传统式单一模块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整个教学楼各个空间有一定的联系和

强烈的设计意图。就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某一教学

楼而言，新建教学楼做了围合走廊缓冲区以及满足基本功能

需求；但结合室内空间设计主要条件，该空间在照明、色彩、

元素等各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图 1.1 教学楼公共空间现状

技术和艺术是并存的，两者缺一不可。教学楼公共空间

照明不足，光线单一缺乏氛围和美感；现代教学楼公共场所

灯光设计要合理利用自然光，规避刺眼的灯光带来的视觉疲

乏。其次，该教学楼公共空间设计单一（如图 1.1），缺乏

艺术性，各个界面没有呼应和衔接，导致空间没有协调性和

整体性。再者，整体空间要致力于打造与周围环境和谐统一，

该教学楼面向于正大门，周围树木环绕，有空旷的草坪，结

合空间分割满足师生在空间中的感受和需求，空间绿化是重

要载体。

2.2 教学环境特色对教学公共文化空间的影响

好的教学环境能够在提高学生成绩的同时也能培养学生

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本校园以电力教学为主打专业，因此在

设计构思时，先从发电等相关元素出发，结合火力发电、水

力发电、核能发电、风力发电、太阳光能发电、磁流体发电、

潮汐发电、海洋温差发电、波浪发电、地热发电、生物质能

发电等多种发电方式；最后选用水力、电力、风力等相关元

素作为墙面装饰和设计衍生元素，力图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

公共空间。

2.3 高校教学发展趋势对教学空间提出新要求

随着现代高校招生政策的不断变化和多岗位层次的需

求，教学建筑形态根据专业类别也开始千变万化；教学活动

要求融入专业特色和设计理念，通过教学空间设计探索设计

元素符号，从而营造教学氛围，提高学生对学习专业的兴趣和

动力。同时，现代教育教学方式开始打破传统封闭的教育空间，

所用教学工具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高科技，这就要求我们

在设计教学空间的时候能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重视教学发展

趋势的多元化，教学空间不再只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也可以是

展览、交流和进行团体活动的地方，由此可见教学空间的功能

是多样的，在设计时，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人流量最多的地方，

要为学生设计出学习和教学体验最佳的场所。

3 设计研究
3.1 设计构思

本方案设计围绕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特色专业，以其中一

栋教学楼公共空间为例，包括该教学楼公共空间部分各个楼

层之间的公共走廊部分和顶楼的吊顶处理；整体风格以现代

简约为主，本着该校的专业特色，除了地下停车场以外，二

楼公共空间在规划时思考是否结合电力这门学科工业风为主

打风格，经过尝试发现工业风融入空间过于严肃和冷静，因

此最终选择用较为温和的木色搭配灰白大理石，加入电力相

关元素，通过电、水、风等元素图案的不断分解、组合，重

新构成新的元素符号；使整个空间富有特色的同时又多了一

丝温暖。在整栋教学楼走廊间设置学院优秀特色文化展示，

使人在进入走廊这个公共空间时也不觉枯燥乏味；而在这栋

楼的顶部吊顶处选择结合校园风貌，悬挂约 12 米长度的象

征求学之路和希望之光的装饰物品，以增强学习氛围。

3.2 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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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整体性原则

在公共空间设计中也讲究各个要素形成整体，每个部分

的设计汇聚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搭配的整体空间。现阶段

该教学楼内部空间还未完善，结合专业特色和整个高校建筑

色彩搭配，高校建筑颜色大面积为红色和白色相互搭配，周

围绿色草坪环绕，大楼正大门面向学校大门，也就意味着该

栋建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二层公共区域各个部分

设计围绕着电力和校园文化为主。建筑空间是传播信息的桥

梁，是连接文化与人的重要一环，文化是内容，建筑空间展

示是一种形式，如何把内容与形式融合在一起是重中之重。

3.2.2 功能性原则

室内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满足

功能的同时，又要有一定的美观性。教学楼公共空间的主要

功能有宣传、展览、交流洽谈、接待、休息、开会、休息和

储藏室等；这些功能都需要根据实际需求去调整安排，如果

需要较大的展示空间，则要考虑是否能合理利用走廊等位置

进行校园文化展览展示，以便达到展出目的的同时又合理的

利用了一部分空旷的空间。空间的使用性是重点，传统的教

学公共空间只满足于教学楼的教学性能而缺乏一定的功能性

设计，造成空间给人的感觉过于疲乏，没有特色，因此在改

造设计时除了考虑其主要功能的同时应进行功能的多元化设

计，功能的明确划分能使使用者使用更加方便，创造更好的

学习氛围。

3.2.3 审美性原则

一个空间是否美观，是否能够吸引人的眼球是需要设计

师的努力引导，因为每个人对“美”的定义是不同的，因人

而异，要学会用设计去让使用者接受对美的发现，当然，空

间的设计不应该只是拘泥于空间的实用性，还有空间功能是

否合理、安全、经济，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对美的追求也会随之而来，要敢于打破传统教

学空间的束缚，进行大胆的创新设计，勇于突破传统思维模

式和大众化的教学空间，设计出独具特色的教学公共空间。

3.2.4 安全经济性原则

空间的安全是设计的重中之重，当然，设计能否顺利实

现，经济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经济条件允许的前

提下，在改造设计过程中要保证是在安全合理的情况下进行。

材料选用不危害人身体健康的环保材料，不能一味追求提高

空间质量，追求艺术氛围而造成资金浪费；要在保证材料质

量的情况下，巧妙地构造设计达到良好的实用与艺术效果。

3.3 设计应用

本方案通过 3DMAX、AutoCAD 等软件巧妙的融合技术与

艺术，提升了整个公共空间的形象品质，根据平面图布置，

除了在平面上丰富流线，也进行立面装饰，通过平、立和吊

顶的丰富设计，使整个公共更加具有艺术性和审美性。在对

本方案教学公共空间改造过程中，通过对空间造型、元素提

取、材料选择、色彩搭配以及绿化设计创造了一个既符合精

神需求又使空间契合了空间的使用功能。

色彩对人的视觉产生强烈影响，从而影响人的心理环境，

空间色彩处理得当有利于人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本案材料

选取较为温和的浅木色、深红色、深蓝色、黑色、白色、灰色、

绿色。色彩选取暖色系浅黄木色，主要运用在陈设和软装搭

配上；给人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使用者进入教学空间进行

交流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家的感觉，胜似在与家人朋友畅谈；

其次搭配建筑本身的白色为主色调运用于墙体和吊顶；还选

用较为吸引眼球的深红色系列用于校训展示，深蓝色用于校

徽展示，冷暖搭配使整个空间不失沉闷而偏向于沉稳、大气

的感觉。最后在小物件的配色上更是选用较为温和的三大基

色黑白灰为辅助颜色，例如大面积背景墙选用不跳跃的灰色

大理石搭配白色柱子与墙体；加上室内绿色植物点缀，把空

间提升的更加和谐和赏心悦目，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满足。

元素符号提取了与电力相关造型，也融合发电的相关水

力、电力、风力等元素符号。例如在大面积背景墙展示区，

将水元素直线化变为浅黄色竖木条装饰和屏风隔断，在电子

屏下部分展示出选用变压器侧面 L 型造型变为不锈钢竖条装

饰。再到两边墙面处理，中间放置校训，两边依然呼应水元

素浅黄色竖木条搭配，增强空间统一性。

本案材料选取较为温和的浅木色、深红色腻子墙面、深

蓝色 PVC 材料、黑色不锈钢材料、白色腻子墙面、灰色大理

石、绿色植物等；所有材料的选择秉着环保经济的原则，选

取时考虑是否耐用、实用、安全；特别是在人流量较大的校

园环境中一定要注意不能选用危害身体健康的材料，避免引

发不必要的放射性和污染性极强的材料带来的伤害。

该学校为新建校区，教学楼建筑周围绿化主要是人工种

植的棕榈树和人工草皮为主；空旷的室内极其缺乏绿植。

教学楼公共空间设计中绿化已然成为改善室内环境的重要举

措。本方案通过室内移花栽木，利用绿植盆栽放置于人流量

较大的入口门厅处，以加强室内外环境交流沟通，从而装饰

能净化空气，提升空间美感。（如图 1.2）

图 1.2 教学楼公共空间改造

4 结语
本文结合具体项目实践，以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某一

栋教学楼为例进行改造和方案规划设计，想要真正地将设计

付诸实践远不止本文所撰写的这些方面，还有很多要考虑的

地方。高校学生正处于三观发展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公共空

间作用越来越大，为外部环境对学生心理影响重大，好的教

学环境无疑体现出对学生的关怀，呵护学生的心理健康。同

时，在规划校园设计中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一部分教学公共空

间，但是这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展现该校专业特色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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