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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经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人对环境艺术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文在总结以往环

境设计经验的基础上，从感官体验入手，总结分析其定义和内涵，结合研究阐述多感官体验的重要性，

从各感官体验分析环境艺术设计对高校感官体验的影响，从“视觉元素”、“听觉元素”、“触觉元素”

和“嗅觉元素”四个方面，结合三项原则探索环境设计的发展方向和感官体验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体

验领域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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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levels, modern people’s de-
mands for environmental art and quality of life are also increasing.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past experience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sensory experience,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its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and combines research to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multi sensory experience. I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on the sensory expe-
rience of universities from various sensory experience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visual ele-
ments”, “auditory elements”, “tactile elements”, and “olfactory elements”, it explores the develop-
ment di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ensory experience in environ-
mental design based on three principles,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experienc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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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都市生活步调日益加快，现代大学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日常在校学习生活时间占比大，但没

有时间和心情停下脚步感受生活的校园环境。在这样的状态下，学生习惯了通过视觉来获取精神放松和

情感安慰，这更加剧了设计者们一味追求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忽略了其他感官体验的重要性。大学生们

很难再获得更多的感官体验，虽然几乎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色彩、气味、声音等包围着，但真正能够让

人获得良好感官体验的环境却寥寥无几。 
高校环境是一个由多种不同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它包括教学楼，办公楼，体育场，绿化环境，实

验室，图书馆等。高校校园环境因其暗示性和渗透性的特征，对学生产生了深刻和长久的影响。不管是

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对学生都起到了无声的教育，它们与有声的教育有机结合，形成互补。 
舒适的感官体验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健康的心理则是对大学期间正常学习，

交往，生活的基本保证”。大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的后期，常会有较多的负面情绪表现，合理的环境设

计与布局则能有效缓解其负面情绪。 

2. 感官体验概述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多感官体验”概念最早出现在哲学与心理学领域，用于研究各个感觉器官之间的相互联系及

影响。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隐匿的维度》中对感官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环境艺术的设计奠定

了坚实的数据基础。结果显示，视觉占 78%，听觉占 13%，嗅觉占 3%，触觉占 3%和味觉占 3%。芬兰

建筑师尤哈尼·帕拉斯玛的著作《建筑七感》，提出了多感官空间的营造方法[1]。以及他的另一部著作

《肌肤之目——建筑与感官》，这两本书意义重大，系统地讲述了多感官空间的营造方法，引起了人们

对多感官感知体验的更多关注[2]。实践方面有日本大坂缓解情绪功能的感官花园、欧美国家利用嗅觉感

官进行辅助治疗的花香医院和英国利物浦的多种感官体验的公园实例，都展现出了满足人群所需的感官

体验。国外对于多感官感知的研究起步较早，涉及面广，然而在高校景观空间环境中的多感官研究较少。 
国内多感官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应用于教育中。虽然提出的时间较晚，但在我国古典园林的研究中

有所涉及。周维权著《中国古典园林史》，介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脉络，其中包括芳香类、可食性

植物和声音等方面[3]。进入 21 世纪后，多感官感知体验应用到多方面并开展相关的研究。李国棋作为国

内较早开展感官体验的学者，其在《声景研究和声景设计》一文中提出了“多感官”的概念，开创了环

境艺术设计中“感官体验”的先河[4]。我国学者对单独感觉系统的研究也比较早，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者们对视觉感官体验上的设计运用得非常熟练，而在嗅觉感官设计中应用尚不完善，多集中于植香园

林建设与香化工程建设。因此，在国内的设计工作中，更多地侧重于视、听的研究，感觉体验的综合应

用和相关的理论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且多感官体验理念在高校景观环境中应用也较少，这一点还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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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视和探讨。 

2.2. 感官体验定义 

生命的存在在于体验，人是生活和生存着的，同时也是在体验着[5]。感官体验是指客观事物的信息

通过人体的感觉器官直接传递并影响人的大脑，从而使这些感觉器官感知到人的身心变化。根据定义，

人的感觉系统分为五类：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这五种感觉源于人体的五种器官：眼、耳、

指、鼻、口，佛教称之为五根[6]。感官间相互配合，为人类实现了两大功能，即生存和体验。通过感官

体验，人类能够认识和了解外部世界，发现和理解世界万物的发展和起源，这是人类与外界交流的最基

本方式[7]。 

2.3. 感官体验对人的影响 

我们总觉得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是由自己支配和决定的，殊不知我们最为熟悉，最常接触的环境，会

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的情绪起到很大的影响，即使是微小的变动都能让我们的内心产生变化。感官给予

我们的刺激不仅限于身体，还会对意识、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如果人们长期缺乏感官体验，就会对心

理产生巨大影响，严重的还会导致心理失调[8]。 

3. 大学生人群分析 

3.1. 大学生行为特征 

1) 自发性 
人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外界的环境可以影响人的行为，却无法激发人的行为。在校园中，大学生开

展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自己当前的需求为依据来进行判断选择的，心理因素、客观需求等都会对其产生

一定的影响[9]。如步行，约会，慢跑等，这些行为的自发性很强，通常在校园内没有固定的路径。对外

部环境也没有特殊的要求，一般来说，半开放式、半私人的空间更受他们青睐。 
2) 规律性 
大学生在学校里的活动，一般都具有目的性。如一些必须进行的活动:上课、吃饭、休息，也就是我

们口中的“三点一线”教学楼、食堂、寝室。这类活动一般来说都是有着极强的规律性，不可选择，有

着固定路线，基本上不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3) 多样性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除了具有规律性的学习生活外，学校还会组织各类的学术活动、文娱活动等来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行为的多样性，要求学习空间环境也要具有多功能性。 
4) 群体性 
在远离自己熟悉的家之后，大学生们会把校园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而舍友、同学等，就成了他们

日常生活中的伙伴。他们会自发地组成团体进行交流或者结伴出行进行一些公共性活动，此种活动有利

于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0]。 
因此，在大学的校园环境设计中，要将大学生的行为规律作为重点，使其与学生的心理和行为的规

律性相一致，创造出多样化的空间，让校园环境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创造出多层次的活动交流空间。 

3.2. 大学生心理需求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 1943 年提出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部分，

从高到低分别为：自我实现、遵守、社交、安全及生理需求。基于此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大学生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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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归属感的需求 
归属感是人类对被保护的一种自然需要，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心理活动。要增强这种归属感，除了在

日常交往中情感得到足够的认同和鼓励，环境也同样发挥着作用。对大学生而言，校园是他们的第二个

家，熟悉的事物、熟悉的环境，能让他们找到自我，更有安全感。要增强大学生的归属感，就必须在环

境设计上更加具有向心性，所谓向心性，就是在校园的文化、心理建设中创造出令人愉悦、流连忘返的

校园环境。 
2) 尊重的需求 
如今的大学生由于身心迅速发展并且生活领域和社交范围不断扩大，在人际交往中懂得尊重他人，

同时也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与认可[11]。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年龄的增长，大学生对自我和社会都开始

有了独立的认识，但是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及自我认知不足，往往自尊心较强，自我实现和被尊重的需求

会更高。因此，一个能够实现自我的生活环境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3) 学习需求 
大学校园的主要功能就是教育，伴随着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教学模式也从义务教育中的灌输

形式转变为可以由学生自我选择的形式，教学场所也变得更加灵活，可以延伸至校园的外部空间，让学

生可以更自由、随意地进行交流学习。除了在教室里学习之外，学生可以选择在户外的草地、建筑物内、

树荫下等开放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学习和交流，这样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自我表达能力。 
4) 审美需求 
美是外在事物所引起的一种内心的感觉，大学生对个人仪表、外在环境都有较高的审美需求。良好

的环境、场所和完善的设施也是陶冶情操的重要客观条件，能够在视觉上对审美的需求进行满足。可见

舒适的环境和美观的空间也是良好的校园环境规划的基本保证。 
5) 社交需求 
在人生的任何一段时期每个人都会产生人际关系，在大学生活中，人际关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对大学生而言，大学生活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以一个独立的个体融入到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中，

这种特殊的生活空间增加了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需求，促进其心理上的成长。在社交的过程中，能够收获

友谊、信任与关怀，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能够培养积极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因此，校园环境空间中社交

空间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4. 高校环境对人感官体验的影响 

高校环境在塑造学生学习和生活体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节旨在探讨高校环境如何影响学生

的感官体验。通过分析不同感官在高校环境中的作用，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优化高校环境。 

4.1. 从视觉感官分析 

视觉是人最主要的感官之一，美观的建筑和景观可以提高学生的幸福感和学术表现，良好的照明和

颜色选择也有助于创造积极的学习氛围。 
宽敞、明亮、整洁的高校环境可以让人感到舒适和愉悦，反之则会让人感到压抑和不安。同时，色

彩的搭配和运用可以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和情感，比如温暖的色彩可以让人感到舒适和亲切，反之则可能

让人感到冷漠和疏离。例如法国伊瓦尔五感花园中的视觉园以西番莲，雪绒花为基础，结合绿化绿篱的

修剪，产生的视觉空间感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刺激。 
高校环境中的视觉感官体验影响显著，影响学生的情绪、创造力和整体幸福感。通过深思熟虑的建

筑设计、艺术元素的整合、专业的配色，以及精心规划的学术和社会空间，可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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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个人及学术发展。 

4.2. 从听觉感官分析 

听觉在感官体验中同样至关重要。噪音水平、教室声学和周围的环境声都会影响学生的集中力和学

习效果。安静的学习空间和有品质的音响设备可以提高学习体验，减轻学习压力。 
高校环境的噪音水平会对听觉体验产生影响。过高的噪音水平会干扰学生的学习和休息，导致情绪

烦躁和注意力不集中。例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它的跑道两边都有条山脊，这样便可以起

到转移声音、降低噪音的作用。高校环境设计可以仿造此设计起到降低噪音的效果。 
适当的背景音乐可以营造出愉悦和放松的氛围，人际交流也会对听觉体验及心理产生影响。清晰、

礼貌、友好的语言交流可以让人感到尊重和舒适，反之则会让人感到不满。 
高校环境的听觉设计对人的影响是显著的。一个舒适、愉悦的听觉环境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

幸福感。同时，适当的音乐也可以营造出独特的高校文化氛围，丰富学校的品牌形象。 

4.3. 从嗅觉感官分析 

嗅觉是一个强大的情感和记忆触发器。高校环境的空气质量会对嗅觉体验产生影响。清新的空气则

会让人感到舒适和愉悦，反之则会让人感到不适和疲劳。高校环境中的各种气味也会对嗅觉体验产生影

响。例如，高校中的花香、饭菜香等可以让人感到愉悦和满足，而垃圾、污水等散发的气味则会让人感

到不适和恶心。具体措施有：空气净化，植物吸收，过滤等；还可以采用植物、墙壁或空间栅栏等方法

对其进行部分的隔离；也可以采用第三种香味进行掩饰，比如使用有抑菌效果的香料等。 
总之，高校环境的嗅觉设计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清新、舒适、愉悦的嗅觉环境可以增

强学生的感官体验，提高学习效果和幸福感。 

4.4. 从触觉感官分析 

触觉感受包括高校中的家具、建筑材料等的接触。舒适的座椅、柔软的纺织品和宜人的温度都可以

增强学生的舒适感。此外，触觉体验也包括高校的可及性，如通行道路、楼梯和电梯的设计，以确保学

生行动的便利。 
上海延安中路公共绿地的触觉园运用了各种自然石材的颜色和质地的变化打造硬质景观。在此基础

上，针对不同的植物形式，选用不同的植物，将园林植物本身的美学特征与硬质园林相结合，形成反差，

增强触觉感受。为了提供良好的触觉体验，高校应该注重环境的美化、设施的舒适度和质量、温度和湿

度的控制等方面，为学生打造一个美丽、舒适、有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5. 通过感官体验解决高校环境问题 

5.1. 应遵循原则 

1) 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应是环境设计的基本原则，一切设计准则应是服务于人的。根据学生的心理及行为特

点，来把握高校环境设计。贯穿学生心理层面所需的空间需求和理念，使得高校空间更为人性化[12]。人

性化的空间是能满足人舒适、亲切、轻松、愉悦、安全、自由和充满活力等体验和感觉的空间。它不仅

对大学生心理层面的需求和行为进行覆盖，更体现了高校的人性化和对学生心理生活的重视。 
2) 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上，对高校绿地情况进行详尽的调查与分析，合理规

划功能区，营造满足人们多感官体验需求的环境。能够提高空间的多功能性和综合性，使学生最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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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去参与室外的活动，从而提高校园行为丰富度，造就良好校园文化氛围。 
3) 因地制宜原则 
因地制宜就是依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环境来制定适合当地环境的方式，从而采取适当的措施规划设计。

在高校建设中需要对地形特点和发展进行深度的勘察，根据人的体验，合理利用资源，将不同的文化融

合到高校建设中，遵循场地环境的生态性，形成可以让使用者都留下深刻印象的空间，也就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环境。 

5.2. 视觉感官 

1) 空间变化 
立体空间视觉主要由点、线、面组成，人在立体空间中的感受与所处位置有很大关系。在一个环境

中，人是一个动态因素，人所站立的不同位置，将会带来不同的视觉效果。“一步一景、移步换景”这

句古话便深刻道出其含义。 
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学生认为图书馆以及教学楼令其印象深刻。因此，在设计中要注重这些

区域的空间规划及功能运用，并对固定路线进行空间转变设计，使学生在传统路线中，能够有新鲜多变

的视觉体验。 
2) 色彩运用 
色彩是视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眼睛受到光线刺激后，在大脑的作用下引起的视觉反应。人们对色

彩的认知不仅存在于具体的事物形象上，还体现在生理感官层面与心理层面[13]。例如，人们面对不同的

颜色会在生理上形成相应的冷暖感或心理上的距离感。在高校环境中，视觉感官和植物的色彩、形态等

有较大的关系。因此，需要对高校中不同色彩、形态的植物进行合理分配规划。视觉的产生，也离不开

光影所形成的颜色，利用光影、自然光和人工光的合理搭配，可以带来视觉冲击，使周围环境变得更有

深度，丰富人们的视觉感受。学生通常白天进行学习，晚上是他们活动放松的时刻，运用光影可以设计

出独具艺术性的高校夜景，引导大学生感受夜晚的魅力。 

5.3. 听觉感官 

1) 自然声 
自然声很好理解，源于大自然中的个体所发出的声响，如风吹树叶摩擦所产生的声音、清脆的鸟叫

声、昆虫的低鸣声等，这种自然声的营造能够使人放松心情，有效提升空间的生态质量。在高校中种植

繁茂的树木来吸引鸟类的栖息，保护鸟群的繁殖，从而吸引到更多的动物以诱导出更多的自然声音，这

样就构成了一个自然的生态环境，会让人不由的放松身心，期望与景相融达到天人合一的意境。 
2) 人工声 
人工声出现，主要是为了环境艺术设计增加气氛，为生活增添乐趣，例如在很多环境中，会听到乐

器演奏、人造瀑布、喷泉所发出的水声等。通过这些声音的模仿，更好地达到舒缓身心的效果。另外，

声音可以强化人们对空间场所的记忆，例如丹麦残疾人儿童教育中心，在公共设施建设中引入了听觉记

忆法，适合具有视力障碍的儿童进行活动。在高校环境中，可以通过添加人工声，为环境增添氛围，例

如：开设一些文娱活动，不仅愉悦身心，还能充分体现高校文化特色。另外，一些嘈杂的人工声会对学

生产生负面影响，可以在居住区、教学区等需要充分安静的场所利用多层次绿化对噪音起到阻隔作用，

从而提高学生生活学习条件。 

5.4. 嗅觉感官 

嗅觉通常能带给人一种独一无二的感受，有研究表明，由气味引起的印象能在人的脑海里停留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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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在环境日益污染情况下，新鲜空气显得异常宝贵。高校可以规划大片绿植区，制造出大量氧气

和芬芳的气味，这种气味可以中和掉空气中很多难闻气味。同时，植物中的香气能够刺激人们的呼吸中

枢，促进人体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能让人在一段时间内拥有充沛的能量[14]。一些特殊芳香植物的

气味还能稀释有毒气体、吸纳有害气味，使人在芳香中缓解压力，并为身心健康提供有效保障。因此，

要充分利用好气味景观的正面作用，构建出让人轻松舒适的空间环境。 

5.5. 触觉感官 

在设计中，普遍认为视觉和听觉占据两大主导地位，通过这两种感官接收的信息传递给人的感受是

可以影响人心理上的变化的，而触觉的感知体验同样可以给人的心理上带来影响。景观环境中的植物与

一些物体的材质，通过接触会给人造成心理情感上的波动。像不同质感的石头、草坪、雪地、树木表皮

等，触摸后的心理感受都会有着微妙的变化。了解触觉对心理的影响发展，进而通过环境空间的触觉景

观、触觉设施体验来更好的丰富人的感官心理感受[15]。 
1) 软质触觉 
软质触觉设计是指：水体、植物、动物等属于自然变化的。常见的一些可以接触的水景设施、喷泉

等，通过水体变化流动产生一些趣味性效果，能够引起人们的触觉体验，在心理上感受到放松。绿色环

境也会吸引各类动物的休居，形成一种自然的生态系统。当人和动植物密切接触时，交互性的体验会让

人的内心产生一种亲切愉悦的感觉，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近。 
2) 硬质触觉 
硬质触觉材料很丰富，有混凝土、玻璃、石材、砖、金属等。脚下铺装不同材质的路面可以诱发体

验者不同的触觉感受。松软的土地、沙地、坚硬不平的石板路、卵石路等，体验者踩踏上去，所感受到

的硬度、摩擦感不同，在感知的同时会给体验者带来心理上别样感受。在高校环境设计中，不仅要强调

地面铺装的视觉体验，更要注重安全性，为学生安全的高校生活提供保证。 

6. 结语 

环境最终是需要由人来感受、体会和享用的，因此在环境设计中要注重人的感官因素。感官体验对

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健康的心理则是对在校期间正常学习、交往、生活的基本保证。学

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学习成长环境的好坏至关重要。本文从高校的使用群体的感官出发

来分析高校环境，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推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寻找出高校使用者感官体验与环

境设计的最舒适关系状态，以求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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