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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le College Students' Place Attachment on the Campus: A Study Using 
Photovoice Method 

于一凡   张庆来   沈宛仪   钟梦琪    YU Yifan, ZHANG Qinglai, SHEN Wanyi, ZHONG Mengqi 

校园是大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的主要场所，校园环境对青年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以同济大学本部校园为基地，

应用场所依恋理论和影像发声研究方法，探讨女性新生在适应大学生活过程中的校园场所体验。研究表明，场所依恋的产生

既来自满足活动需求的环境要素，也来自实现自我认知、社会融入的情感体验。建筑、道路及其设施、绿化与景观、公共空间、

氛围要素是对场所体验具有显著影响的5类环境要素。这些要素及要素的组合方式是改善校园场所体验、建设友好校园的实

践要点。将影像发声方法引入校园场所研究，有效地促进了参与者对校园环境的批判性思考和积极建议，也为研究者提供了

深入认识场所意义、开展环境整治的新方法。

As the main carrier for college students' daily study and life, university campu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Using photovoice method for the purpose of place attachment study, we focus on female 

freshmen's cognitive approach to the campus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university life. The work reports that 

the place attachment comes from the fulfillment of activity demand related to place function and the emotional experience 

related to place cognition. Architecture, roads and their affiliated facilities, greening and landscape, public space, and 

atmosphere are 5 key types of elements highly valued by the participants. These elements and the way of the combination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creating place cogni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The introduction of photovoice methods i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its superiority in place study, such as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promotion of participa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Meanwhile, it provides researchers with an 

innovative approach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lace and deeply grasp the value of the place, which 

shows great potential in the community renewal work and deepe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女大学生的校园场所依恋研究*

——一项应用影像发声方法开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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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莘莘学子独立生活和步入社会的

起点。大学校园是大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的

主要场所，对于青年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具有

深远影响。从熟悉的家庭环境来到陌生的大

学校园，大学生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需要

面对一系列挑战，校园则在其中发挥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1]。有研究表明，“难以适应环境”

是造成大学生辍学或学业困难的重要原因[2]。

刚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群体容易出现心

理障碍，其中女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相对较

低[3]，对适应新环境感到困扰[4]，更容易出现抑

郁、焦虑等心理问题[5]。为此，本文以大学新生

中的女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场所依恋

理论和影像发声研究方法探讨优化校园场所

体验的途径和方法。

1   场所依恋

与泛指的空间（space）或环境（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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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场所（place）具有鲜明的功能、

用途与意义[6]。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场所依

恋（place attachment）理论强调人与场所之

间基于情感（情绪、感觉）、认知（记忆、意义、

知识）和实践（行动、行为）层面的联系[7]，

并逐步形成了由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构成

的二维研究框架[8]。其中，场所依赖（place 

dependence）是指个体对环境功能的依恋，

即物质环境能够满足主体需求的程度[9]；场所

认同（place identity）是指熟悉的地方具有

的独特价值感，以及主体基于想法、情感、经

历等方式在场所中获得的身份认同[10]。21世

纪以来，场所依恋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如Kyle

等[11]提出的由场所依赖、场所认同和社会纽

带共同构成的三维研究框架，Scannell等[12]

提出的“人—心理过程—场所”三维认识框

架；以及Hammitt等[13]在经典二维框架基础上

补充了场所熟悉性、场所归属感和根情结，从

而形成的五维研究框架。上述理论模型涵盖

了场所的物质空间属性、社会环境内涵和个

体心理与情感等不同方面，其核心共识是主

体对场所的依恋与自我认同、情感体验密切

相关，是主体将情感投射于物质空间要素的

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既往基于场所依恋理论开

展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主体的环境心理与行为，

以及相应的社会建构过程[14-15] ，场所本身的环

境要素大多只作为背景条件而较少得到深入

探讨。与此同时，既往研究通常采用的量表或

访谈等调研方法[16]难以避免地存在预设结构

化内容而对研究发现具有不同程度的局限，且

大多存在忽视人类情感而偏爱行为与认知的

倾向[17]。为此，本文引入新兴的参与式研究方

法——影像发声（photovoice），尝试通过发

动使用者自主选择场所议题，鼓励校园的使用

者对环境进行评价和反思，进而促进营造友好

校园的实践行动。

2   应用影像发声法开展研究

2.1   影像发声法

影像发声方法通过组织研究对象拍摄照

片并开展讨论的方式来记录和发现其对特定

问题的认知与看法，进而促进个人和社区通

过社会实践推动变革[18]。影像发声法的工作

特点主要有：①由参与者自主选择、记录关注

的问题，反映的主题不受（或较少受到）研

究者的影响；②结合场景影像开展访谈或小

组讨论，有利于场所体验的再现，提高参与者

阐述的系统性和场所体验的还原度；③基于

具体场所开展的批判性讨论可为干预行动提

供方向。影像发声在促进公众参与和推动实

践行动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使其被西方学术

界誉为21世纪以来最值得关注的社区参与式

行动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美国密歇根大学Caroline 

Wang和Mary Ann Burris在一项由福特基金

会支持的、针对中国云南贫困农村妇女生殖健

康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影像发声”。在1994年

最早的文献中使用的术语是photo nouvella，

1997年开始正式使用photovoice。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的文献检索发现，在1994年

至1999年期间，关于影像发声的少数文献主要

来自该方法的提出者Caroline Wang及其研究

伙伴，2012年以后相关文献数量显著增加，至

2018年底迅速增长到1 266篇。应用影像发声

开展的研究也从早期的公共健康和社会学领

域扩展到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等研究领

域，迄今为止尚未在城市研究领域得到关注和

应用（见图1）。

2.2   应用影像发声法开展场所研究

区别于依照一套惯用的模型或程序开展

的实证研究，影像发声法注重对研究对象做

出解释性理解，而不是对某个研究假设的验

证。换句话说，影像发声并不根据研究假设刻

意寻找证据，而是把收集的资料进行组合、概

括，采用归纳的方法获得对研究问题的洞见。

可以说，影像发声在本质上遵循的是与“技

术理性”相对的“反思理性”[19]。同时，利

用影像发声方法开展研究时，参与者在拍摄

照片过程中需要进行自主思考和选择，并在

研究人员的引导下针对其拍摄的影像表达意

见。研究过程融入真实的场景和经历，比以往

的研究手段更有利于揭示场所与使用者的相

互影响。在本文的案例中，女大学生在识别问

题、发表意见和参与讨论的过程中，也同时经

历着对校园环境的场所认同；研究人员在构

建对校园场所系统认知的过程中，也同时获

取了优化校园环境的行动方向。

2.3   研究过程

应用影像发声方法开展研究通常包含研

究准备、信息收集、资料分析和研究产出4个

图1  1994—2018年应用影像发声开展研究的文献分布
Fig.1  Literature distribu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photovoice in 1994-2018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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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在研究准备阶段主要完成研究选题、明

确基地和招募参与者的工作。作为研究基地

的同济大学本部校园总占地面积约71 hm²，

基地范围内包括教学区、生活区、活动区和

服务区等，可以满足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

的需要（见图2）。研究在同济大学女子学院

校级通识选修课“卓越女性成长”的平台上

招募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女性新生54名。所有

参与者均年满18岁、持有具有拍摄功能的手

机，并签署了参加研究的知情协议。项目组在

第一次会议上向参与者集中介绍了研究的目

的、内容与方法，要求参与研究的女大学生分

别拍摄10张引发积极体验和10张引起消极体

验的校园场所照片。

完成照片拍摄任务后，项目组采用分组方

式开展基于影像的访谈和讨论（见图2）。54

名女大学生被分为6组，每位参与者首先需要

在自己拍摄的两组照片中现场再次分别筛选

出最具代表性的3张照片。这样做的原因是提

高问题的代表性，减少反映同一主题的重复内

容。接下来，研究人员用5个问题引导访谈，并

鼓励同组人员发表意见。5个问题依次是：

①照片拍摄于何时何地？②拍摄时的感受是

什么？③照片里哪些要素带来上述感受？

④你为何出现在这里？⑤从改善自身体验的

角度出发，你对该场所有什么优化建议？

项目组对参与者的讲述和小组讨论进行

现场笔录和录音，随后将语音文件转为文本资

料，对最终获得的324份文本信息进行语义分

析，继而结合对应的影像资料进行编码与转

译，开展场所信息价值化提炼与系统性分析。

3   基于文本与影像信息的校园场所研究

3.1   校园场所感知的途径与主题

首先利用自然语言分析软件对文本信息

进行处理。在与环境阐述密切相关的前50个

高频词汇中，主要涉及图书馆、宿舍、食堂、学

院等功能性建筑要素；道路及人行道、座椅、

路灯等设施要素；草坪、树木、广场、水体等绿

化与景观要素；操场、广场、亭子等公共空间

要素；阳光、灯光、色彩、气味等氛围要素（见

图3）。这些频繁出现的词汇有助于理解参与

者对于校园场所的感知途径，帮助项目组提

炼影响场所体验的环境主题。

对文本资料进一步开展的语义网络分析

表明，各项环境主题之间、与高频词汇之间存

在着网络化结构关联（见图4）。譬如，参与者

在谈到“建筑”时，往往同时涉及草坪、阳光等

要素；在谈论“道路”时，通常会同时提及计

划前往的目的地、道路的附属设施、照明等要

素。显然，场所体验并非来自单一环境要素。然

而要素的多样化却未必带来积极的场所体验。

研究表明，要素的组织方式和独立要素的品质

对场所的认知与评价均存在关键影响，参与者

报告的消极场所体验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积极的场所体验同时来自参与者活动需

求的满足和正面的情感体验。譬如灯火通明

的图书馆会带来奋发向上的动力，经常开展

社团活动的公共空间会给活动参与者带来社

区归属感等。相反地，局部的幽暗环境所带来

的焦虑感、未及时清理的绿地角落所造成的

不安全感等，会在行为上表现为排斥、躲避。

3.2   校园环境要素与场所特征分析

基于影像和文本的转译和编码，研究获

取了建筑、道路及其设施、绿化与景观、公共

空间和氛围要素5类环境主题（见图5）。

（1）校园建筑

关于建筑主题的阐述涉及功能、外观、空

间等，女大学生所选择的场景含有丰富的活

动体验和浓厚的情感色彩。如“图书馆里灯

火通明，感觉到一种庄严、浓重的学习氛围，

让我感受到知识的魅力”“在学苑食堂吃早餐

的时候，抬头看见阳光、软椅、猫，配上窗外绿

植，感觉特别舒适和温馨”。学业的挑战、拥挤

的环境对参与者造成的心理压力也在建筑主

题中得到呈现，如在中午集中用餐时，“经过

漫长的排队，你端着你的午餐却发现无处可

坐，只能站在旁边等他人用完”，令初入大学

校园的女学生感到无所适从（见表1）。

（2）校园道路及其设施

校园内的道路总体上得到了正面的评

价。由于同济大学本部校园实行人车分流管

理，路面的安全度和步行性得到大幅提高。从

图书馆背后延伸到生活区的馆后路因浓密的

梧桐树绿荫、两侧丰富的休憩空间等元素而倍

受喜爱。同时，馆后路两侧经常举办的学生社

图2  同济大学本部校园研究范围                     
Fig.2  Tongji University campus map               

资料来源：根据同济大学校园地图绘制。           

图3  校园高频名词表
Fig.3  High frequency nouns of the campu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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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活动、艺术展览等校园活动为女大学生提供

了融入校园生活、获取信息和开展社会交往的

机会，更增添了积极的心理暗示。比较而言，横

亘于图书馆正门、位于南北两座主要教学楼之

间的道路尽管也是一条绿荫覆盖的步行路，但

却因路面铺砌了凹凸不平的方石导致参与者

感觉行走“不舒适”“易跌倒”。由于这条石砌

道路是同学们每天往返主要教学楼之间的必

经之路，反复强化的负面体验加深了参与者

对该场所的负面认知，以至于道路一侧布置

的公告栏也乏人问津（见表2）。

图4  利用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进行的语义网络分析图

Fig.4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graph using Rost Content Mining softwar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影响女大学生校园场所体验的主题

Fig.5  Campus-experience-related theme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场所体验 相关照片及体验者感受

积极场所
体验

（那）天刚刚黑，
看见图书馆里
灯火通明，感觉
到一种庄严、浓
重的学习氛围，
让我感受到知
识的魅力

在学苑食堂吃早餐
的时候，抬头看见
阳光、软椅、猫，配
上窗外绿植，感觉
特别舒适和温馨

消极场所
体验

这是在高数课上
的教室拍的，就
觉得很压抑。教
室很大很空，窗
户很小，话筒也
不好，感觉很晕

在“三好坞”餐厅用
餐的时候，经过漫
长的排队，你端着
你的午餐却发现无
处可坐，只能站在
旁边等他人用完

表1  校园建筑的场所体验①

Tab.1  Place experience of the campus building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本节引用的校园照片均为参与研究的大学生拍摄。注释：

表2  校园道路的场所体验
Tab.2  Place experience of the campus path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场所体验 相关照片及体验者感受

积极场所
体验

这条大道是我上课的必经之路，笔
直、宽阔，让人感觉开阔、舒畅。两旁
绿树茂盛，还能给我们带来一片阴
凉，令人心情愉快。我是在下课路上
拍的这张照片，看到空中落叶飘到地
上，大家都走得很慢，感觉特别宁静
美好

我很喜欢学校的樱花大道，樱花开的时候特
别好看。现在不是樱花季节，但觉得樱花树也
很好看。我每天回宿舍的时候都路过这里，感
受到心境平和，很愉悦

消极场所
体验

石块路很不平整，走在上边脚很疼，
穿高跟鞋根本没办法走。路面上凹凸
不平，非常容易跌倒，骑自行车也不
舒服、不安全。刚到同济的时候，我好
几次差点摔倒

这里有个斜坡，路面的石砖很滑，雨天很容易
摔倒。我在这个地方摔倒过，我有好几个同学
都在这里滑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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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园绿化与景观

树木和绿地是构成积极场所体验的重要

因素。具有休憩功能的绿地尤其受到女大学生

的喜爱。“宿舍门口的大草坪让人看了特别愉

快。拍照时有些小朋友在里面玩，气氛很祥和，

感觉很温暖。”不过，参与者对绿地和水体的

维护情况表现得相当敏感，被踩踏破坏的草

坪、未及时清理的水体等均会引起参与者的不

适和排斥心理，甚至产生不安全感（见表3）。

（4）校园公共空间

适宜的尺度感、功能性与美感是公共空间

获得参与者认同的主要原因。文远楼（教学楼）

侧面内凹的小庭院被评价为“很宁静的感觉，

有书香感。大树、树下的休憩座椅让人感觉很舒

适”。然而，相邻的同文楼（教学楼）的内凹式

庭院，由于空间围蔽度过高、缺乏日照、植物配

置较为肃穆等原因，被多名参与者评价为消极

空间，感觉“莫名的焦虑、不舒服，不会走进去”

（见表4） 。

（5）校园氛围要素

除了物质实体主题，参与者频繁提及的

环境要素还包括阳光、灯光、天气、温度、气味

等。譬如，清晨的宿舍楼门前，“阳光透过树梢

照射过来，感觉很温暖，心情舒畅。”然而，傍

晚的体育馆附近“没什么人，天黑下来也没

有灯。从那儿经过感觉有点不安全”。尽管构

成环境氛围的要素并非完全可控，但对女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场所体验存在着不容小觑

的影响，值得设计师在环境设计中加以巧妙

地利用（见表5）。

3.3   校园场所的体系

根据研究获取的162张反映正面评价和

162张反映负面评价的影像，基于校园地图的

GIS平台对照片拍摄位置开展了针对拍摄位

置50 m搜索半径的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

积极的场所体验主要来自图书馆及周边、四

平路校门附近、“三好坞”（南侧）、西南一楼草

坪、运动场周围等校园核心地带，且场所之间

场所体验 相关照片及体验者感受

积极场所
体验

绿草葱葱，阳光明媚。阳光下的草坪
看起来非常温暖, 树荫、草坪相互映
衬，感觉非常美。草坪上的国立柱是
同济大学的标志，周围经常有人晒太
阳和拍照，让人觉得对未来充满憧憬
和信念

宿舍楼前的大草坪，总有人闲坐，弹吉他、打
桌游、赏月、野餐、谈恋爱，感觉很惬意。那个
秋千很受欢迎，特别闲适安逸的感觉。要是
能多点座椅和游乐设施就更好了

消极场所
体验

这是篮球场旁边的绿化带。本来应该
是草皮，但是因为很多人想抄近路，
把这些草皮都给踩秃了，感觉不美
观、还有点荒凉

“三好坞”的水比较脏，植物好像也没有人整
理，水边没有防护的设施，怕掉下去；还有许
多小飞虫，感觉不安全，我不敢进去

表3  校园绿化与景观的场所体验
Tab.3  Place experience of the campus greenings and landscap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4  校园公共空间的场所体验

Tab.4  Place experience of the campus public space
场所体验 相关照片及体验者感受

积极场所
体验

文远楼背后的小庭院很有感觉。很宁
静的感觉，有书香感。大树、树下的休
憩座椅让人感觉很舒适，我和同学经
常在这里休息或者小组讨论。拍照那
天阳光很好，看见有个同学坐在那
里，觉得宁静祥和

研究生院旁边的亭子，风景优美，环境清
幽。亭子里有坐的地方，空间也很大。我
常在这里参加社团活动，平时学生会排练

（文化演出）经常在这里。社团活动预约教
室比较麻烦，在这里就很方便，还可以顺
便喂（流浪）猫

消极场所
体验

同文楼这个庭院刚改造好，挺干净
的，但就是感觉气氛不好。楼很高、树
干也又细又高，阳光照不进来，很压
抑。里面摆的那块石头让人觉得沉
重，上面的字也容易让人误会。莫名
的焦虑、不舒服，不会走进去

这个地方看着就热。因为缺少树荫，也没
遮挡，这个座椅总是被太阳暴晒。我不明
白为啥在亭子外面摆座椅，亭子就有座
椅，大家当然去亭子里面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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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上彼此关联度很高（见图6）。消极的

场所体验主要存在于图书馆以东、校园西南

侧生活区、“三好坞”（北侧），同时涉及校园腹

地和边缘地带，位置分布较为分散（见图7）。

从四平路正门向西延伸的中轴线附近分布着

主要的校园功能区，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

动的选择，都是大学生活动暴露最多的环境，

也是优化校园氛围的核心区域。营造合理的

空间层次和高品质的场所序列有助于创造连

续积极的场所体验，为培育校园场所依恋创

造条件。相对而言，负面场所体验集中的区域

及参与者反映的环境问题则是校园环境更新

行动应格外关注的对象。

我们注意到，反映积极和消极场所体验

的影像分布在图书馆和西南部生活区似乎出

现了重叠。对照具体影像与文本资料后发现，

正面和负面评价所反映的具体场景并不相

同。对图书馆的正面评价主要集中于建筑本

身及周边绿地；而负面体验则来自图书馆前、

联系南北教学楼的石砌路面，以及图书馆旁

略显幽暗的小路。西南部生活区的正面评价

主要集中于西南一楼门前的草坪；而负面的

场所体验则主要来自南侧行列式布局的宿舍

区，那里高峰时人流拥挤，道路缺乏绿化和休

憩设施。此外，校园3个主要出入口中仅四平

路校门获得了积极的评价，其余2个位于赤峰

路上的侧门在参与者眼里均显得不够友好。

4   思考与启示

4.1   校园场所依恋的构建与培育

场所依恋的行为结果是倾向于逗留和接

近。主动逗留和接近特定场所的意愿取决于主

体是否可以获得积极的场所体验；而积极的场

所体验又可以反过来促进逗留和接近的意愿，

强化场所的价值与意义，形成主体与场所之间

的良性互动。个体的环境经历并不是形成场所

认同感的直接原因，还需要持续的情感投入和

重复性实践才能完成自身对场所意义的构建。

这个基于规律性活动的实践过程是人们适应

新环境、建立新秩序的稳定性基础，被称为时

空常规（time-space routines）[20]。大学校园

是新生通过时空常规融入大学生活的主要场

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场所体验均会对大

学生形成长期、持续的影响。针对大学生日常

活动在路线和内容上具有的显著重复性，校园

环境设计应高度重视场所的序列感和层次性，

营造连续的积极体验。

新生在适应校园环境的过程中，既需要物

质层面的工具性支持，也需要精神层面的情感

支持，还需要通过人际交往完成身份认同的社

会适应。人们对陌生的地方通常会有一种本能

的排斥，这来源于人类潜意识里的自我防卫意

识。刚刚离家的大学新生缺乏独立生活的经验

和技能，更加需要来自环境的支持。经由时空

常规形成的自我连贯性可以弥补心理上的不

安，帮助个体获得对环境的可控感，并在同伴

之间形成相互支持。参与本项研究的女性大学

新生对校园场所的评价既包括对完成行动目

的的满意度，也包括对环境氛围的心理反应。

由空间尺度、植物品类、环境卫生、人物活动，

乃至光线和气味引起的情感反应细腻而敏感，

反映出该群体心理层面的强烈需求。这提示我

们，营造友好的校园环境不仅需要关注功能性

的要素，也需要充分调动材质、照明、声景等具

有疗愈作用的综合措施，加强对校园环境的日

常维护与管理，为使用者提供安全、舒适、积极

向上的心理支持。

影响校园场所体验的环境要素是丰富多

样的。本文采用影像发声方法对同济大学本

部校园开展的研究表明，建筑、道路、景观、公

共空间和氛围等5类要素对女大学生的校园

场所体验具有关键影响。同时，高校校园环境

的规划设计除了关注结构性、功能性要素的

合理配置，还应充分关注各类要素的组织方

式，兼顾空间效能与环境体验的优化，帮助学

生与校园环境建立积极的情感纽带，促进场

所依恋的形成。

4.2   影像发声方法的特色与价值

影像发声方法在本文中表现出以下优

势：由参与者自主拍摄的影像反映了丰富的

环境主题，这些主题来自女大学生的切身感

受，不受专业空间设计经验的局限，有助于全

面认识场所有形与无形的价值。参与者面对

自行拍摄的照片所展开的陈述和讨论，高度

还原了沉浸式的场所体验，有利于反映环境

要素、要素的组合方式和环境细节对校园场

所体验的不同影响。影像资料和文本资料相

辅相成，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构建校园场所依

恋的不同维度，其意义不仅在于帮助研究者

获得对校园场所体验的完整认识，也激发了

女大学生自身对于校园环境的批判性思考和

建设性建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5  校园氛围的场所体验

Tab.5  Place experience of the campus atmosphere
场所
体验 相关照片及体验者感受

积极
场所
体验

这是校门口，晚上我
从地铁出来进校门时
拍的。这里的灯光很
有特色，照亮了墙壁，
非常漂亮。沿着灯光
往回走，给我一种回
家的感觉

星期一的早晨，我
出宿舍楼去上课
时拍的照片。那天
一出门就看到清
晨的阳光透过树
梢照射过来，感觉
很温暖，心情舒畅

消极
场所
体验

动物实验中心常常传
出异味，每次路过这
里都感觉很不舒适

体育馆后面没什
么人，天黑下来也
没有灯。从那儿经
过感觉有点不安
全。转弯的地方有
尖角突出来，看不
清楚就会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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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发声方法具有参与程度高、行动导

向性强的特点，是对传统规划研究、社区更新

工作方法的重要补充，对于校园和其他类型

的社区更新而言均具有进步意义。本项研究

于2019年10月完成信息收集，12月完成资

料分析。结合校级通识课网络教学平台介绍

研究成果，并与相关主管部门及校领导开展

交流，力求对校园更新和治理工作发挥有益

的影响。

5   结语

校园环境规划的对象不仅是物质空间，也

包括大学生的场所体验。校园环境作为人生重

要阶段的见证通常会长期留存于人们的记忆

中，承载着丰富的个体与集体记忆，对于人才的

培养和校园价值的传承均具有格外重要的意

义。我们相信，在努力营造友好校园环境的过程

中，使用者的场所体验是最值得关注的声音。

（感谢同济大学马锦明老师、谢辉老师对调研工作给予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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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积极场所体验的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sitive place exper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消极场所体验的空间分布 

Fig.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egative place experi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