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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如何适应高校学习形式多元化、满足学生在校园户外环境中学习时对坐具提出的新要

求，研究设计原则，梳理出高校户外坐具的设计思路。方法 从大学生使用过程中对坐具材料、造型等

的感知角度及坐具本身特性进行分析，引入实例，结合学校地理环境，针对坐具材料、颜色、功能等方

面制作校园户外座椅调查问卷，随机选取使用者进行填写，最后分析总结调查结果，并进行坐具创新设

计。结论 对于有强烈自主学习意识和需求的高校学生来说，校园户外坐具是能满足学习和交流的需求，

并使人放松的一类器具。只有适合特定对象使用需求，能使其顺利高效地开展相关实践活动的坐具，才

是真正直视使用诉求的优秀户外坐具。 
关键词：户外坐具；高校校园；使用诉求；设计原则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9)20-0159-05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9.20.026 

The Campus Outdoor Seat Design Based on the Demand Drive 

YIN Li-qing 
(Xinyu University, Xinyu 338008,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how to adapt to the diversity of learning forms in universities, meet the new re-
quirements of students on seat when studying outdoors on campus, study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sort out the design 
ideas for outdoor seat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perception of seat materials, shapes, etc.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at itself, an example was introduced to make a questionnaire for outdoor seats on campus 
in terms of seat materials, colors, functions, etc.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university. Us-
er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 Finally, the survey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and in-
novative seat design was carried out.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strong awareness and demand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outdoor seat on campus is a kind of equipment that can meet the needs of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and make people 
relaxed. Seats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use needs of specific objects and enable them to carry out relevant practical activi-
ties smoothly and efficiently are excellent outdoor seat designs that are truly oriented to the use demands. 
KEY WORDS: outdoor seat; campus; use demands; design principles 

在现代化、智慧化趋势的发展浪潮下，高校校园

作为学生学习生活的特定场所，其功能性、实用性、

适用性备受关注。高校校园户外环境具有良好的人文

氛围和特色景观，如何将学生这一活动主体更好地融

入环境中，在完成既定活动任务的同时又能愉悦身心

是很多学者探讨的方向。校园空间中的户外家具是使

用者与环境空间交流的媒介，座椅更是使用者使用空

间、融入空间、消化环境的一类重要器具[1]。有学者

从校园文化空间与座椅的关系、校园户外家具规划等

方面进行了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分析使用者的诉求，

进行实例论证，找到符合使用者诉求的校园户外座椅

的设计思路，以此促进人和环境的对话交流。 

1  高校校园户外座椅现状及问题 

随着云课堂、"O2O"等新教学模式的发展，高校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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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注重对校园的建设，以期获得更有利于师生工作

和学习的高品质校园空间。针对学习形式的变化，需要

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去使校园户外家具适应使用者需

求的变化。是否有满足学生需求的坐具，学生对现有

坐具是否满意，如何设计为学生学习服务的校园坐具，带

着此类问题笔者收集了三所高校校园座椅图片，见表 1。 
 

表 1  不同高校校园座椅对照 
Tab.1  Comparison of campus seats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学校名称 校园户外座椅 

四川外国语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怀化学院 

    
 
从调查结果来看，现在校园常用的坐具主要包括

两种类型，即与景观要素融合在一起的非独立形式坐

具和独立型坐具。与环境景观融合的座椅，既是具有

观赏价值的景观小品、景观雕塑，又是具有实用功能

的坐具，与环境相互统一[2]。只要是高出地面的台阶，

且表面平整干净，宽度适合，就会被人们所使用。该

类型座椅是目前高校运用较多的类型，以环境考虑为

主。而独立的坐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鲜明的外观造

型，与环境相辅相成，既是满足人类“可坐”需求的

物质产品，又是满足人们“可赏”需求的精神产品[3]。

在舒适度上也更符合人的正常坐姿需要，例如符合人

“坐”状态下的座椅高度、角度以及令人感到舒服的

靠背、扶手等。独立设置的座椅相比景观构成元素中

的“隐形”座椅，其功能性和实用性更为突出。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校园座椅存在问题：（1）座椅

形式功能单一、同质化严重，多为景观的附属品。从

表 1 中可以看到，座椅材料多为石木，形式简单，只

能满足基本的“坐”的需求，舒适度不高，无顶，雨

天及空旷处使用率低。华中科技大学属于理工科院

校，校园绿化面积大，相对而言形式更为多样，有依

附园林建筑的户外坐凳，亦有独立式的户外坐凳，但

其形式上主要追随园林景观的整体性。（2）对使用对

象的心理、使用目的等方面考虑不够，不能为有目的

的使用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使用率不高。表 1 所展示

的校园座椅，只能作一临时休息、短时学习用。以语

言学科为主的四川外国语大学，其学生使用校园座椅

学习的频率更高于其他高校，基于“语言类户外学习

使用者”对象需求设计的座椅几乎没有，校园座椅形

式及设置没有展现为语言类专业学生学习生活服务

的特征。怀化学院是综合性地方高校，其校园座椅融

合了校园景观，却也只是作临时休息之用，学校办学

理念、学生学习状态均不能很好地反映出来。 
收集照片的同时在各校随机向十位学生调查了

对本校校园座椅的满意度，见表 2。学生对座椅的满

意度普遍不高，选择“一般”的学生中大部分认为座

椅都一个样，即“单调、无感”，选择“不满意”的

学生认为功能、摆放位置、数量上不太适合学生使用。

由此，笔者尝试从使用者诉求角度探寻校园户外座椅

的设计思路。 
 

表 2  座椅满意度调查（单位：人） 
Tab.2  Seat satisfaction survey (unit: person) 

满意度 
学校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四川外国语大学 1 4 5 

华中科技大学 3 5 2 
怀化学院 2 5 3 
 

2  诉求驱动下的高校校园户外坐具的设计原则 

校园户外家具的设计应当尊重当地的气候特点、

人文特色，融合校园的文化和办学理念，作好对资源

的充分利用[4]。人的使用需求是设计的焦点，户外坐

具的性能和效用是设计的关键，人机交互中的使用体

验是设计的核心[5]。作为人体类家具，炫酷的造型、眼

花缭乱的高科技附属功能不应该是最主要的，应该注

重其“能用”和“好用”的基本品质，这需要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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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体验互动来感知。 

2.1  基于使用个体诉求的设计分析 

2.1.1  心理诉求分析 

校园坐具设置的位置、数量等与使用者的心理有

很大关系。人处在公共空间时，本身具有极强的自我

保护意识和私密需求，当“坐下”这一行为发生时，

实际上就划定了使用者的区域范围，当其他使用者进

入到个人距离甚至亲密距离范围内时，会引起双方的

不自在和尴尬。因此，将多人用座椅设计成面向不同

方向的，避免近距离面对面、边靠边，就能有效地保

护个人使用范围，达到轻松愉悦的使用体验。 
优秀的造型功能设计能与使用者产生良好的心

理互动，与此同时优美安静的环境也是使用者同样注

重的。对环境进行定性分析，例如景色优美的湖边、草

地、树林为学生早读常用地，那么设置的座椅应兼顾

休息和学习功能，提高其使用率，采用固定结构，降

低使用磨损率。位置的设定影响使用频率，因此使用

频率能反映座椅设置的地理位置是否正确，座位形

式、数量是否合理，这就对座椅的牢固程度、耐用性

能提出了要求。 

2.1.2  功能诉求分析 

在校园中设置座椅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学生，几乎

所有的校园里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非正式的学习空

间[6]，户外坐具属于非正式学习空间中的关键器具。校

园中，大部分学生使用户外座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

面，一是用来学习思考、独省；二是用来进行谈心等

交流活动，因此双人座椅受欢迎程度高。随着教学形

式的改革和创新，以及对拓展学生思维、增强团队解

决问题能力等的要求，对户外讨论类家具的需求也随

之增加。舒服、便于活动的开展成为对户外坐具功能

的主要诉求。 

2.2  校园户外坐具设计原则 

坐具的观赏性是作为校园景观的必要考虑因素。 
 
 

处于校园环境中的坐具，有两种方式与景观结合，一

种是融入景观环境中，选择近似色、相同材料等手段

将坐具与景观构建融为一体；一种是与景观呈现相反

特征，用雕塑小品的手法来设计，如采用强烈对比色、

质地完全不同的材料，以夸张的造型等来凸显坐具，

达到点 、营造视觉中心点的目的。同样元素的不同

运用也会给人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1]。 
坐具的互动性利于使用者活动的开展，营造平

和、积极向上的心理感受。互动性源于产品语义在人

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作用。而坐具的互动性要从功能、

材料等元素上综合考虑。产品使用语义是一系列活动

场景中人与物的行为活动状况，它包含了使用产品过

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更为广阔的外部环境中

产品与人的关联性[7]。当校园坐具以美的姿态给人以

愉悦的精神体验时，不用直接接触也能获得心理上的

互动；当使用时感到便利、舒适，符合甚至优于需求，

就能获得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乐。 
满足基本使用功能仍然是设计坐具时首先要考

虑的因素。校园户外坐具作为校园景观构成的一部

分，需要从整体上考虑，但其作为人使用的器具之一，

应该首先满足人的使用需求，即功能上的满足。从景

观构件中衍生出来的，兼具座椅功能的部分，一定程

度上更注重与环境的协调以及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作

为学校用座椅，调查中学生并没有过多关注其另类的

造型，反而更注重座椅本身最基本的，支撑“坐”这

一动作的功能，需求非常理性。 
最后还要满足功能条件下的经济性。户外坐具由

于长期暴露在自然条件下，结构上尽量采用固定结

构，降低维护成本。在材料的选取方面，以石木为主，

再加上不锈钢、铁艺、玻璃等材料的运用，可以创造

不同的质感体验。以木材为主材会让人有亲切感，亦

可以与自然景观无缝对接，是运用较多的材料。而高

新技术材料的应用，往往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心理共

鸣[8]。诉求与设计原则的关系见图 1。 

 

 
 

图 1  诉求与设计原则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ands and principle 

 

3  高校校园户外坐具设计实例研究——以

新余学院为例 

3.1  现有座椅调查 

以新余学院为例来探讨校园户外坐具设计方法。

该高校为新建的应用型综合性本科院校，新校区建成

使用只有八年时间，学生人数为一万三千人左右。学

校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校外课堂和教学实践

的创新。自由学习的形式、讨论氛围的营造均对校园

设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而现有的校园设施，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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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学习区的座椅在配套上并不完善。现有的座椅存

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造型简单，只能满足基本的需

求；二是普遍没有遮挡设施，缺少靠背，舒适性不够；

三是座椅设置位置随意，与景观协调性差。学院校园

现有座椅见图 2。 
笔者以发放在线调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学生对

校园户外座椅的使用感受。调查问卷涵盖了学生对校

园座椅材质、造型、功能等方面的喜好以及对现有座

椅的褒贬等。调查对象为全校各专业在校学生。问卷

发出后共收回六十四份，其中涵盖设计类、教育类、

护理类、造价类等专业的学生，按问卷要求答题的合

格率为 97 %，从调查问卷中获得的信息见表 3。 
 

    
 

图 2  学院校园现有座椅 
Fig.2  Existing seats in Xinyu University 

 
表 3  新余学院校园坐具调查数据汇总 

Tab.3  Survey statistical table of campus seats in Xinyu University 

选项 较多人选项的前两位 较少人的选项 
对现有座椅满意度 数量太少 63.93% 布局不合理 34.38% 造型 23.44% 

塑料 0% 
对座椅材料期望 木材 52.46% 石木结合 42.62%

玻璃 3.28% 
对造型的喜好 自然仿生 47.54% 形状简单实用 36.07% 几何形座椅 4.92% 
对功能的要求 有舒服的靠背 63.93% 有顶棚 28% 是否有照明设施 13.11% 
对颜色的偏爱 材料天然色 63.93% 暖色调 13.11% 冷色调、中性色 11.48% 

对设置位置的喜好 沿湖区域 72.13% 景色好的区域 44.26% 校门口左右绿地 4.92% 
对风格的喜好 清新自然风格 77.05% 简约现代 49.18% 奢华 0% 

座椅私密性调查 不排斥共享 40.98% 最好一个人 26.23% 非常乐意共享 14.75% 
学生校园座椅用途 休息独省 80.33% 谈心 59.02% 会议讨论 11.48% 
座椅与环境的关系 和谐 65.57% 环保 45.9% 独为一体 4.92% 

座椅形式 多人座椅 51.56% 独立的双人座椅 48.44%   

（注：项目中的比例是问卷星计算的比例结果。多选题选项百分比＝该选项被选择次数÷有效答卷份数；含义为选择该选

项的人次在所有填写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因此对于多选题百分比相加可能超过百分之一百。） 
 
综合调查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作为校园座椅的使

用主体，学生们对目前校园座椅设置满意度不高，主

要体现在数量少，位置不合理等问题上，而对校园座

椅的要求主要也体现在对使用舒适度的诉求上。学生

对座椅的舒适性要求较高，要求有靠背，适合休息。

从学生在校园内利用座椅的情况来看，校园座椅的主

要用途是休息，独处和谈心等，在考虑到这些的情况

的同时也要注重座椅的环保和与环境的协调性。 

3.2  根据使用对象的需求确定座椅设计方向 

确定以学生喜欢的天然材料为主要材质，并通过

简洁实用的形态、人性化的功能来表现。从数据可以

看出，使用者对校园座椅的共同认识是座椅应该与环

境和谐，并且环保，要能体现环境友好型的设计理念。

这些都源自于使用者思想觉悟的提高和对环境的关注。 
其次要有顶棚及靠背。笔者在问卷“校园户外座

椅功能”调查中，设置了“增加插座”选项，目的在

于探寻当下这个电子产品充盈的时代，学生在户外使

用此类设备时有没有从座椅功能上提出此类需求，问

卷结果显示，大部分调查者在功能上比较理性地选择

了“有适合休息的靠背”、“需要有顶棚”，且分别达

到 62 %和 46 %，而“要有插座”、“要有独立照明设

施”等只占 14%左右，可见，主要作为校园休息用的

座椅，其使用的舒服性还是最被使用者看重的。由于

特定的使用区域是学校校园，所以学生使用座椅可以

是一种经常性的、有目的的活动，并有可能因为一个

座椅，一处位置，一处风景形成一个固定的思考、学习

或独省习惯，故而对座椅遮风挡雨功能的呼声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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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笔者选定设计内容为“让学生在校园

休息、学习时使用的独立的户外校园座椅”，它应满

足调查问卷中要求的以天然材料为主、能有遮风挡雨

的设施、舒服等功能。 

3.3  设计作品说明 

座椅侧面造型似一个举手加油呐喊的姿势，意欲

表达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该双人户外座椅设计以金

属为主要构架材料，与人体接触面均以天然木材制

作，见图 3-5。如图所示，可以直接从侧面进入座椅，

实现书写行为，同时兼具有站立倚靠、靠坐和桌子的 
 

功能，满足学生书写、诵读、双人交流等活动。设有
顶棚，起到遮风、挡雨、遮阳的作用。座椅两侧腿的
接地位置通过螺栓固定在地面，增加抗风能力和稳定
性。靠背与坐凳之间设计成分离的形式，方便进出座
椅并实现书写行为。从座椅造型来看，主要满足的还
是“坐”的功能，次要功能为书写和倚靠。座椅设计
成有灯和无灯两种类型，可以考虑安装太阳能灯具实
现夜晚照明功能。在该设计方案的调查反馈中，有
90%以上的人认为，比起学院现有的石凳、简易木质
座椅，该座椅更好，原因是该座椅的人性化功能更多，
更能满足学生学习和休息活动的基本需要。 

  
 

图 3  校园座椅概念图（无灯） 
Fig.3  Concept map of campus seat (without light)

 

图 4  校园座椅概念图（有灯） 
Fig.4  Concept map of campus seat (with light) 

 

 
 

图 5  校园座椅使用状态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use state of campus seats 

 

4  结语 

大学生完成了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蜕变，多

元化学习方式的出现，如云课堂、线上线下等新型教

育方式的改革，使得学生的学习活动不仅只在教室或

是室内进行，他们可以自主选择更为适合自己的时

间、地点、环境场所进行学习活动[9]。设计师们需要

不断结合新材料、新技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最

大化挖掘校园生活学习交流对于家具的不同使用要

求，紧跟教学改革和学生学习需求来进行坐具的设

计，以实现坐具的最大使用和服务价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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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增加产品的文化价值，加深用户对产品的

认同感，带来更多的用户，从而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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