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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坐憩空间是校园开放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的品质高低与活力大小影响着校园户

外环境与氛围的营建。采用环境行为研究方法，对南京林业大学进行实地调研以分析

校园坐憩空间环境现状及坐憩人群的行为，理解人群之于坐憩空间的需求特征，探讨

坐憩空间环境与人群行为规律之间的关系。文中的研究结论有望为理解和改善校园坐

憩空间提供具体知识、合理建议，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亦可为对同类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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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tting spa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pen space on campus. The quality and vitality 
of the space af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utdoor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of the campus. Using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a field survey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ampus sitting space environment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sitting crowd,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owd's needs for the sitting space,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tting space environment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crowd relationship.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in the article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specific knowledge an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campus sitting space. The analytical methods used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imilar research.
Key words: university campus; sitting space; visible green index; environment-behavior research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社会竞争力的飞速

发展，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压力空

前加大，生理、心理健康面临着巨大

风险。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大

背景下，如何营造健康积极的校园生

活模式是校园管理者急需关注的问题。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大学开放绿地空

间有利于学生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1-2]，

所以良好开放空间环境的建设是促进

大学生心理和生理健康、提升校园生

活“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坐憩空间是高校开放空间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这里，人们以“坐”为

主要目的，同时衍生出交往、赏景等

多种活动，是校园活动人群在学习工

作之余放松心情、愉悦身心的主要户

外场所。人是空间活动的主体，所以

研究坐憩空间就是研究“人”与“坐”

的关系，这既要考虑到“坐”的客观

环境，也要重视人在“坐”时的行为

心理及其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国内

早期关于坐憩空间的研究多基于环境

因素探讨适合“坐”的设施与场所位

置 ：周晓娟 [3]、凌云峰 [4]、宋红波 [5]

等人在户外坐憩设施的设计及坐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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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营造方面取得了相关成果。在西

方国家，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一直

处于领先水平，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就有学者提出在进行户外坐憩空间设

计时需考虑到“坐”的行为心理：杨·盖

尔提出位于开敞空间的边缘、防护良

好并且具有良好视野的座位比较受欢

迎 [6] ；威廉·怀特认为一个优美的环

境若不能满足人“坐”的功能需求也

不具备吸引力 [7] ；阿尔伯特·J. 拉特

利奇具体分析了人的行为与座椅设置，

认为人的行为习惯是环境设计最重要

的依据 [8] ；恩德·佩克运用定性和定

量技术，得出安静、舒适、方便移动

的校园开放空间适合学生户外学习交

往 [9]。受到西方的影响，近年来，国

内的一些学者就该领域空间与行为心

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并研

究取得了相关成果 ：贾蓉认为校园坐

憩空间应该设计在学生主要活动场所

和主要出行目的的地方，这样才能引

发学生即兴的交往活动和学术探讨氛

围 [10] ；余汇芸等认为公园坐憩环境应

具备适宜的空间尺度、较好的视野或

适度地遮挡 [11] ；黄友慧等认为休憩空

间中人的心理需求体现在空间给人的

开敞感、封闭感、舒适感等方面，空

间的设计应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安

全需要、社交需要 [12] ；赵旭菁研究发

现坐憩空间环境影响坐憩行为，主要

因素有 ：区位条件、坐憩设施、景观

元素、可达性及维护管理等 [13] ；谷康

等发现微气候、空间开敞度、兴趣中

心和座椅舒适度是老年人选择坐憩空

间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14]。综上，国

内外坐憩空间研究多是通过观察调研、

行为记录、问卷等方式对公园、广场、

居住区等大型户外公共空间中的坐憩

空间进行环境行为研究，探讨空间环

境如何影响人群行为，而人群行为特

征又如何指导空间的设计，为城市公

共空间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

但目前对校园坐憩空间这类小尺度开

放空间系统深入的研究较少。本文尝

试通过对校园坐憩空间的调研，从建

成环境和人群行为两个层面探讨校园

坐憩空间现状及校内活动人群对坐憩

空间的使用情况，以期找出坐憩空间

环境与人群行为特征的关系，为校园

坐憩空间的建设提供针对性的改造意

见。

2 研究范围与方法
2.1 研究范围与对象

本文选取南京林业大学校园坐憩

空间的建成环境和使用人群作为研究

对象。校园占地 1.71km2，现有各类

全日制在校学生 2 万余人。南京林业

大学作为农林类学院，校园绿地率约

为 50%，绿阴覆盖率约为 80%，丰富

美丽的植物景观一直是南林校园景观

的一大特色。                                      

通过实地调研，作者根据分布位

置的不同，将校内的 31 个坐憩空间（校

内居住区不在研究范围内）划分为公

共休闲坐憩空间（A）、室外运动坐憩

空间（B）以及学生公寓坐憩空间（C）

3 种类型（图 1）。

公共休闲坐憩空间尺度大、分布

广，主要分布在校园户外公共场所，

如北大山、图书馆、紫湖溪、教学楼 5、

樱花路、新青年广场等处。

室外运动坐憩空间尺度大、分布

集中，主要分布在田径场区域。

学生公寓坐憩空间尺度小，主要

分布在学生公寓 1~18 幢、研究生公

寓以及南大山公寓。

2.2 数据来源

2.2.1 实地调研

（1）坐憩设施调研。

作者在南林校园内进行持续 3 个

月（6—8 月）的实地调研，对南林校

园内所有能够“坐下来”的设施，包

括坐凳、座椅、亭廊架、健身器材、

树池、台阶、花坛、挡土墙、石块甚

至是校内居民自行添置的沙发座椅等

进行了数量及分布位置的记录与统计。

（2）景观空间绿视率调研。

景观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即是对

景观空间构成要素的分析，如景观建

筑、地形、水体、植物等，而南林校

园景观空间营造更多依托于植物绿化

景观。通常，绿化效果往往用“绿地

率”等传统的二维指标来衡量，但在

三维空间中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5]，

所以作者引进三维绿化指标“绿视率”

来量化南林校园内 31 个坐憩空间的

植物景观绿量可视性。绿视率是人的

视野中绿色所占的百分比，不同程度

的绿化会使人们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

绿视率是空间绿量可视性定量研究的

一种新途径，是提高绿化满意度的重

要指标 [16-18]。

图1 校园坐憩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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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割工具以 50cm 的单人坐憩范围

为标准，对校园内所有坐凳进行处理，

以得到南林校园坐憩设施的可容纳总

人数 ；利用分析工具中的缓冲区原理

对校园主干道及水系一定范围内的坐

憩设施数量进行统计，以进行更多与

环境结合的坐憩设施的研究。

（2）利用 python 的 opencv 库算出

校内 31 个坐憩空间共 124 张图片的

绿视率，每个空间的绿视率为 4 个方

向绿视率综合的算数平均值 [19]。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南林坐憩空间的建成环境

3.1.1 坐憩设施的数量与分布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得南林校园坐

憩设施总容纳人数为 6076 人，占全

校总人数（即供需比）的 30.38%（表

1）。校园内坐憩设施分布在校园主干

道两侧 30m 内的达 63.97% ；分布在

如水系、绿阴下等小气候较为舒适的

环境的坐憩设施数量都比较少 ; 正式

坐凳相对更易被获得使用且所处的环

境更为适宜。

3.1.2 坐憩空间景观绿视率

调研发现，校内坐憩空间整体分

布较均匀，但是不同类型坐憩空间的

景观质量存在差异。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图 4），校

内 31 个坐憩空间中，空间绿视率在

30% 以上的有 19 个，其中公共休闲

坐憩空间有 10 个，占公共休闲坐憩

空间总数的 52.63% ；室外运动坐憩空

间有 1 个，占室外运动坐憩空间总数

的 33.33% ；学生公寓坐憩空间有 8 个，

占学生公寓坐憩空间总数的 88.89%。

校内坐憩空间绿视率最高即绿化景观

效果最好的是学生公寓坐憩空间，绿

视率的平均值达 38.24% ；其次是公

图3 坐憩空间特征因素

a.A4新青年广场—前                 b.A4新青年广场—后                c.A4新青年广场—左            d.A4新青年广场—右          e.绿视率采集方式

图2 “绿视率”采集示例图

表1  南京林业大学坐憩设施现状调研

坐凳形式
可容纳人数/
人

坐凳总
数/个

总容纳
人数/人

距主要道路10/20/30m
内的可容纳人数/人

绿阴下的可
容纳人数/
人

距水面10/20m
内的可容纳人
数/人

正式坐凳

1 162 162 22 107 140 125 8 8
2~3 75 164 59 112 127 138 28 44
3（有隔断） 35 105 9 33 69 87 0 18

多人 \ 1242 210 732 963 566 103 183

正式总容纳人数 \ \ 1673 300 984 1299 916 139 253

非正式坐凳
1 37 37 11 14 25 33 0 4
多人 \ 4366 823 2187 2563 891 0 0

非正式可容纳人数 \ \ 4403 834 2201 2588 924 0 4
总容纳人数 \ \ 6076 1134 3185 3887 1840 139 257

由于校园坐憩空间存在大量落叶

植物，进行夏季时期的研究可保证数

据的有效性。作者选择于 8 月份在校

内每个坐憩空间的几何中心点以同一

高度人的水平视角分别朝前、后、左、

右 4 个方向各拍摄 1 张照片来获取坐

憩空间绿量数据（图 2）。

（3）其他空间特征调研。

作者依据环境行为研究，结合坐

憩空间的环境要素和使用者的心理习

惯，将坐憩空间特征因素分为 3 类 ：

空间要素、景观要素和设施要素。通

过对大量文献的阅读总结并结合南林

校园坐憩空间现状，筛选出 9 个坐憩

空间特征因素（图 3），以进行校园坐

憩空间特征调研。

2.2.2 行为观察

作者就校园内活动人群对 3 种坐

憩空间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调查

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3 日，天气舒适，

平均温度为 25℃ ；调研时段为一天中

的 12:30—13:30 和 17:30—18:30， 因

为这两个时段是学生下课、吃饭等活

跃度较高、校园内人流量较大的时段；

观察持续 1h，观测人员对各个空间的

坐憩人数及人群行为进行观察和记录。

2.3 数据处理 

（1）将调研得到的校园坐憩设施

的数量及分布位置落到校园平面图上，

并在 ArcGIS 中对数据进行处理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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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休闲坐憩空间，绿视率平均值为

30.50% ；绿视率较低的为室外运动坐

憩空间中的 B2、B3 空间，绿视率均

低于 20%，而只有 B1 运动场大面积

铺设的人工草皮使该空间的绿视率达

到了 43.68%。

3.2 南林坐憩空间的人群行为

3.2.1 坐憩人群分布的时间特征

在 两 个 调 研 期 间，3 种 类 型 坐

憩 空 间 中 的 坐 憩 人 数 存 在 明 显 差

异，即下午调研时段的坐憩人数均

高于中午调研时段（图 5）：公共休

闲 坐 憩 空 间 12:30—13:30 坐 憩 人 群

总 数 为 94 人，17:30—18:30 为 151

人 ；室外运动坐憩空间 12:30—13:30

坐 憩 人 群 总 数 为 10 人，17:30—

18:30 为 159 人 ；学生公寓坐憩空间

12:30—13:30 坐憩人群总数为 23 人，

17:30—18:30 为 40 人。造成该差异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调研

时间是 6 月，白天人体热舒适感基

本处于炎热状态而不适合室外活动，

下午才处于相对舒适的状态，相对

适合室外活动 ；（2）学生的课程安

排也产生影响。一般下午有课的学

生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室外休息，而

在晚上无课的情况下，学生对户外

坐憩空间的使用明显更频繁，使用

时间也相对较长。

3.2.2 坐憩人群分布的空间特征

调研期间坐憩人群在空间上的分

布也存在差异（图 5）。主要特征如下：

（1）坐憩人数最多的为公共休闲

坐憩空间，总人数为 245 人 ；坐憩人

数最少的是学生公寓坐憩空间，坐憩

总人数为 63 人。

图4 校园坐憩空间绿视率

图5 校园坐憩人群时空分布

表2  校园坐憩空间空间特征调研
空间要素 景观要素 设施功能

空间 开敞度 庇护性 可达性 邻近主路 绿视率/%
植物配置

美观度
可容纳人
数/人

设施完
好度

设施布局方式
上层 中上层

A4 半开敞 较好 较好 翠竹路 28.83 枫杨、水杉 女贞、朴树、竹 美观 195 较好 边缘、树池周围
A7 开敞 一般 较好 和谐路 18.77 水杉 香樟 一般 127 较好 树池周围

A10 半开敞 较好 较好
求知路、
创新路

30.32
雪松、柳
杉、全缘叶
栾树

女贞、浙江楠、
锐齿槲栎

美观 20 较好 边缘、凹处

B2 半封闭 较差 较好
翠竹路、
学子路

14.22 无 无 较差 2264 一般 边缘

C4 半开敞 较好 一般 无 45.56
马褂木、木
瓜

香樟 美观 8 较好 边缘

C5 半开敞 较好 较好 梁希路 45.42 南酸枣 栾树 一般 16 较好 凹处、树池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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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空间中公共休闲坐憩空间的坐憩人

数最多，坐憩行为较丰富，平均最长

逗留时间较长。这类空间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坐憩人群在安全性、交往性

等方面的生理及心理需求 ：①空间多

分布在校园必要活动路线及主要活动

场所中，如教学楼、图书馆、食堂等，

空间可达性较好，校内活动人群可以

即兴就坐。②多为半公共空间，为坐

憩人群提供了适宜的交往尺度。③绿

视率较高，景观绿化效果好，交往人

群拥有舒适的视觉感受。④坐憩设施

功能性强且多在凹处、边缘布置，满

足了人群对安全感的需求。

（3）人群行为特征影响坐憩空间

使用效果。 

人群之于环境的需求特征影响坐

憩空间的使用效果，若需求不被满足

就易导致空间闲置与设施资源的浪

费 ：①校内活动人群偏爱方便易达的

空间，这点在公共休闲坐憩空间中最

为明显，如北大山区域偏僻难行，少

有人群活动，空间基本闲置 ；反之，

A8 图书馆、A15 教学楼空间中虽多

为舒适度较差的非正式坐凳，但因其

区域人流量大而备受欢迎。②校内人

群在傍晚时段活动较频繁，会避免使

用相对偏远、封闭或无照明设施这类

缺乏安全感的空间，如 A12 等。③校

内人群偏爱群体性交往，若坐憩设施

之间间隔较远就不能满足人们群体落

座而致使用人数较少，如 A17 生物科

技大楼区域 ；反之，在 A10 小游园中，

坐憩设施虽多为单人坐凳，但可移动，

学生可自由选择坐憩地点与方式，因

而备受欢迎。④其他两类空间也整体

符合该特征，室外运动坐憩空间因环

境质量较差导致坐憩设施的使用率较

低 ；学生公寓坐憩空间由于坐憩设施

的匮乏使得整体坐憩人数较低。

4 讨论与建议
优质的户外坐憩环境可以吸引更

多人走向户外，拥抱自然，创造健康

积极的校园生活方式，这既要有足够

的户外坐憩设施的支持 , 又要营造良

好的坐憩空间环境。通过空间—行为

（2）在公共休闲坐憩空间中，坐

憩人数较多的空间是 A4 新青年广场、

A7 体 育 馆 广 场 和 A10 小 游 园。 这 3

个空间的共同特点是 ：可达性较好，

设施功能较强（表 2）。

（3）在室外运动坐憩空间中，最

受欢迎的空间是 B2 篮球场及国旗台

处。该空间属于半开敞空间，可达性

较好，设施功能较强（表 2）。

（4）在学生公寓坐憩空间中，最

受欢迎的空间是 C4、C5 空间。这两

个空间的共同点是 ：空间开敞适宜，

空间植物配置较丰富，绿视率较高（表

2）。

3.2.3 坐憩人群的行为特征

通过对校内人群之于坐憩空间使

用情况的调研数据（坐憩形式、平均

最长逗留时间、坐憩行为）的分析，

作者发现坐憩人群行为存在明显特征，

主要表现为（表 3）：

（1）在校园坐憩空间中，坐憩人

群总是偏爱群体性的坐憩活动。

（2）在公共休闲坐憩空间中，坐

憩人群行为较丰富，最倾向的行为是

聊天、玩手机 ；平均最长逗留时间较

长，两个调研时段均在 25min 以上 ；

坐憩行为表现为“持久交往”型。

（3）在室外运动坐憩空间中，坐

憩人群行为较丰富，静坐所占的比例

最大 ；平均最长逗留时间长 ；坐憩行

为表现为“持久休憩”型。

（4）在学生公寓坐憩空间中，坐

憩人群行为较单一，最倾向的行为是

聊天、玩手机 ；平均最长逗留时间较

短，两个调研时段均在 25min 以下 ；

坐憩行为表现为“短暂交往”型。

3.3 南林坐憩空间环境与人群行为关

联分析 

坐憩空间为校内人群的活动提供

了必要的环境与场所，坐憩空间环境

的优劣会促进或阻碍坐憩行为的发

生 ；反之，人是空间活动的主体，其

行为特征影响着空间的使用，对空间

的设计改造具有指导作用。弄清楚空

间环境与人群行为的关系，对校园坐

憩空间的深入研究起着重要作用。本

文空间环境的研究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空间要素、景观要素、设施要素。从

上文坐憩空间建成环境现状和人群行

为特征分析可得，南林坐憩空间环境

与人群行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

响，主要特征如下 ：

（1）坐憩空间环境影响空间的使

用人数。

优质的坐憩空间环境总能吸引到

更多人驻足逗留。A4 新青年广场适宜

的空间感、较好的可达性、优美的景

观绿化效果及强大的设施功能，使其

成为该类空间坐憩人数最多的空间 ；

而有些空间环境虽整体不尽完善，但

可因一个或多个方面的突出而拥有相

对多的坐憩人数，如可达性较好的 A7

空间，设施功能强大的 B2 空间，空

间感适宜、景观绿化优美的 C4 空间等。

（2）坐憩空间环境影响人群的行

为交往。

良好的坐憩环境促进了校内人群

更多交往性活动的发生，如聊天交友、

社团活动、学术探讨等，而人与环境

的和谐又可以形成健康生动的校园户

外坐憩氛围，构成空间吸引人群、人

群活跃空间的良性循环。南林 3 类坐

表3  校园坐憩空间人群行为调研

调研内容
空间类别

公共休闲坐憩空间 室外运动坐憩空间 学生公寓坐憩空间

坐憩形式
独坐 29% 17% 35%
2人及以上同坐 71% 83% 65%

平均最长逗留
时间

12:30—13:30 28min 50min 24min
17:30—18:30 32min 60min 20min

坐憩行为

玩手机 32% 10% 35%
聊天 45% 21% 51%
学习/看书 1% 1% 0%
静坐 11% 63% 11%
其他 11% 5% 3%

注：计算平均最长逗留时间时已排除3类空间中因不可抗力因素（如位置偏僻、天气炎热等）而

致无人就坐的空间，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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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研究分析，作者对南林坐憩空

间的改进提出以下建议 ：

（1）南林校园户外坐憩设施的供

需比仅有 30% 左右，校园管理者可

以考虑适当增添校园内的坐憩设施以

供更多人可以在户外“停留”并“坐

下”，如在主路两侧、树阴下或滨水

区设置坐凳。

（2）教学区、宿舍区、用餐区是

校内人群主要的活动场所，校园坐憩

空间应尽量布置在这三者之间路线上，

为学生提供方便可达的户外交往空间，

以促进更多社交活动。

（3）完善日常人流量较大区域坐

憩空间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如照明

设施、卫生设施等，为学生提供安全

整洁的坐憩条件。

（4）校园管理者应重点建设校园

主要活动路线上坐憩空间的环境氛围，

氛围越生动，越能吸引人群驻足逗留，

从而促进更多持久交往性行为，以缓

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压力，营造健康

校园。良好的空间氛围要营造适宜的

空间感和围合度，完全封闭或者完全

开敞的空间都会让坐憩人群产生抗拒

心理 ；良好的空间氛围要打造优美的

景观绿化效果，一般来说，具有多层

植物配置的空间比只有一层树木的空

间的绿视率更高，更易让人在绿化环

境中产生舒适的视觉感受 [20] ；良好

的空间氛围要注重坐憩设施的形式与

布局，通常，沿建筑四周和空间边缘

的座椅、位于凹处以及人背后受到保

护的座椅比较受欢迎。欧美许多著名

高校很注重“坐憩”的灵活性，利用

草坪或在空间中增添可移动坐凳为学

生提供丰富而又自由的坐憩选择，取

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大提升了空

间利用率。 

基于以上建议，作者根据校内不

同类型坐憩空间现状及坐憩人群的行

为特征差异，对校内不同类型坐憩空

间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

（1）公共休闲坐憩空间中的坐憩

人群需要方便易达、舒适优美的坐憩

环境。校园管理者应着重改进该类空

间坐憩设施的形式及布置方式，人

流量较大空间中的坐憩设施形式要多

样，尽量采用正式坐凳与辅助坐凳相

结合的形式 ；人流量小的空间多采用

辅助坐凳。优化空间植物配置，进行

多层植物配置以提高空间绿视率，空

间上层宜选择冠幅大而通透的落叶乔

木，中层宜选择遮挡性好、四季常绿

的小乔木或灌木，同时结合校园文化

小品设施，形成安静舒适的坐憩氛围。

（2）室外运动坐憩空间中的坐憩

人群需要功能强大、舒适整洁的坐憩

环境。校园管理者应及时修葺该类空

间中损坏的辅助坐凳，以保证良好的

就坐条件 ；可以在不妨碍运动视线的

前提下，在坐憩设施上方进行高层植

物配置或设置人工顶棚以实现有效庇

护 ；在合适位置设置低矮花坛，来提

升空间的美观程度。 

（3）学生公寓坐憩空间中的坐憩

人群需要方便易达、舒适精致的坐憩

环境。校园管理者可以在宿舍区主要

活动路线上选择几处尺度适宜的场地

营造可供群体坐憩并开展交往活动的

坐憩空间，同时适当增添坐憩设施数

量 ；优化场地内的中下层植物配置，

结合廊架、亭子营造精致优美的坐憩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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