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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生自主营造一个全要素雨水花园的
困难与经验

The Difficulties and Experience of Students'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Rainwater Garden

摘   要：校园营造是指在校园内以师生为主体的参与式设计

行动。北京大学自2016年开始尝试学生自主参与校园建设的

路径，初步形成了以学生社团为平台、多专业学生合作、多方

参与，从被动邀请到主动发起的校园建设模式，探索出由学生

主导完成从策划、设计、建造到运营的校园空间更新改造的全

程参与经验。以其中一个由学生自主营造的全要素雨水花园的

营造过程为例，总结了按照PBL要求的学生自主营造中遇到的

困难和经验，详细分析了激发和维护学生自主性的策略，为在

建成环境中增建雨水花园和更广泛的自主参与式营造提供了可

借鉴的行业经验。

关 键 词：风景园林；社区营造；校园营造；参与式设计；雨

水花园；北京大学

Abstract: Campus construction refers to an independent design 

initiative within the campus,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the main 

participants. Since 2016, Peking University has been exploring the 

path of student independent involvement in campus development. It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 model that shifts from passive invitations 

to active initiation, utilizing student organizations as platforms, 

promoting collaboration among students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engagi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e model explores a fully 

participatory experience led by students, covering the entire process 

from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to operation for the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campus spac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 comprehensive rainwater garden independently created 

by students as an example. It summarizes the difficulties and 

experiences encountered in the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 requirements. The article 

also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trategies to stimulate and 

maintain student independence, aiming to offer valuable industry 

experience for expanding rainwater gardens and broader independent 

participatory construction in established environment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ampus 

construction; participatory design; rain garden;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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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是一个以师生为主体的社区，师生

在其中长期共同生活，逐渐形成具有“共同体”

意识的整体。因此，校园不仅是学习课程的场

所，还有着丰富的社区生活[1]。然而，国内多数

校园建设工程中，作为主要使用者和社区主体的

学生却经常缺席。随着许多大学转向可持续建设

的探索[2]，如何激发学生参与校园建设的热情成

为未来亟须关注的问题。

一般认为，只要建设部门充分赋权，自然

会引发师生参与校园营造的热情。然而，实际

上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参与需要采用多种策略进

行巧妙引导。学生的参与式营造是一次长时间、

沉浸式的“问题导向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学生以协作小组的形式自主

学习，解决复杂问题[3]。对规划设计专业学生而

言，参与课外的营造尤为重要。在城市化存量发

展背景下，规划更关注对空间形态背后的塑造性

因素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实践和研究，规划

设计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发现问题的能力，熟

悉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协调各系统的知识[4-5]。

显然这些知识很难仅通过课堂获得，课堂外的参

与式营造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校园宿舍区的内涝问

题，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学生们以社团为平

台，自主发起参与式营造，成功吸引了跨院系多

个专业同学的积极参与，最终建成了校内第一个

全要素的雨水花园。项目不仅为解决校园内涝问

题、探究可持续理念提供示范，也是一次超长时

间的PBL实验。本文通过剖析该案例，分析了推

动大学校园的学生自主营造的核心策略，为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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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类似项目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1  学生自发的参与式营造

纵观历史，不乏学生自主参与校园建设的

实践传统，如中俄工业学校(今哈尔滨工业大学

前身)在1929年由在校中国籍学生自行设计、

监工、建成的“华生宿舍”[6]；中国台湾中原大

学20世纪60年代由建筑系学生设计的钟塔[7]等

等。20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的俄勒冈大学总

体规划实验[8]是学生第一次有组织地参与校园规

划和建设中，由不同专业的同学组成数个6~7人

的设计小组，全权决定一个具体场所的设计。

目前国内的学生校园营造实践，最常见的形

式是学生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完成的课程训练。

例如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东楼花园营建项目[9]和

清华大学针对校园空间更新的大学生研究训练计

划项目[10]。这类活动中，学生处于“被动参与”

或“主动接受”的状态，全过程体验不足，此外

对社区参与的贡献未被更好发挥。教师如何在指

导学生的过程中找到合适的平衡，以最大限度地

保护学生的自主性，也是本研究试图总结的经验

之一。

2  全要素雨水花园

雨水花园(Rain Garden)是一种通过乡土植

物和土壤对雨水径流进行滞留和过滤，以减少雨

洪灾害和径流污染、补给地下水的技术[11]。一个

典型的雨水花园设计通常仅需要关注预处理区、

蓄水层、覆盖层、植被层、种植土层、人工填料

层等技术构成要素[12-14]。 

由于雨水花园占地较小、布置灵活，因此特

别适用于难以大规模改造的建成环境[11，15-16]。

建成区中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会对周围环境产

生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本项目从策划开始，就

提出遵循海绵城市建设的“全要素”和“全过

程”特性[17]。

“全要素”的含义是，设计不仅需考虑场地

内的环境要素，还要考虑收集雨水对场地周边的

环境要素(建筑、道路等)及社会要素(使用者、社

区形象)的影响。例如蓄积的雨水可能损坏周边

建筑道路的基础，长时间积水滋生蚊虫，缺乏管

理的乡土植物影响社区形象等问题；“全过程”

指的是，设计不仅仅是画图，还需要考虑从策划

到运营的每个环节。全要素雨水花园的实现途径

是参与式设计，通过广泛的参与，为周边不同利

益群体提供沟通和协商的平台，让社区成员能够

接纳改变并积极参与到环境的创造和管理当中。

3  北京大学校园的内涝问题

3.1  研究区域概况

北京大学校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校园的主体是由清华西路、颐和园路、海淀路和

中关村北大街围合的长方形地块，以西侧门和东

侧门为界可大致分为南北2个部分(图1)。北部是

由清代园林遗址改造成的原燕大校园，以水系

和林地为主；南部则为1952年以后建设的教学

用房和学生宿舍[18]，人口稠密、空间资源高度

紧张①。由于雨水管理较为粗放，在暴雨频繁的

夏季(6—8月)，道路积水和内涝成为常态。

在此之前，已有学生对北京大学校园雨洪问

题展开研究，提出可在校园中建造分散式的绿色

基础设施收集雨水，以缓解内涝问题，同时将雨

水回收用于未名湖水系补水[19]。经过初步测算每

年收集的雨水能为未名湖水系提供32.8万m3生

态用水[20]。

通过前期的用户与场地调研发现，校园南部

的学生宿舍区是学生最关心的内涝区域，同时宿

舍楼周边有许多闲置的草坪绿地，可改造为雨水

花园以消纳雨水。

3.2  SWMM模型模拟

通过SWMM模型(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对部分宿舍区(图2)进行降雨-径流的动

态模拟，2.7hm2的建模区域，共被划分成子汇

水区域88个、节点18个、管段22个。节点标高

使用道路中心点标高，管段设置为深0.2m、底宽

5m的矩形明渠，代表概化后的道路，依据北京

暴雨强度公式推求降雨过程。结果表明，30号楼

前及相邻道路是最容易发生积水的路段。增加了

雨水花园后，模拟显示地表径流减少了47%，

出流量减少51%(图3)。模拟的结果充分说明将

宿舍区中未被利用的绿地改造成雨水花园可以有

效缓解积水问题。

4  校园参与式营造历程

4.1  “全要素雨水花园”设计示范

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一套集雨水收集、利用

与监测的花园管理系统。

雨水收集系统包括对雨水下渗和滞留的管

理。雨水花园的汇水区面积为686.2m2，包括周

围建筑屋顶、路面和绿地组成。雨水花园的平面

分为3段矩形(图4)。径流从四面进入花园后，一

部分直接下渗回补地下水。校园地处古清河河

岸，在人工堆积土下多为渗透性极好的粉砂质黏

土、黏土质粉砂和细砂，大量雨水集中下渗可能

损坏周边地基。因此在花园底面用土工布和河泥

降低下渗速率减缓下渗，同时还能把更多雨水存

留供植物利用。花园临近宿舍阳台，土壤表面不

能长时间积水否则滋生蚊蝇，团队采用了学院校

图1  北京大学校园及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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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独立研究的改良海绵介质土配方[21]，提高表层

土壤的渗透性，雨水快速下渗至储存在地下砾石

层(图5)。

雨水利用系统包括雨水的暂时储存和回用。

未及时下渗的部分通过溢流口进入储水罐临时存

储后，在天晴时通过太阳能水泵回到地面浇灌植

物，实现雨水的重复利用。设计将水泵与景墙结

合，将出水过程变成喷泉景观，增添了雨水花园

的特色。

最后，学生团队还为花园构建了一套水文监

测系统。对雨水花园水质水量的监测一直是相关

研究的热点[22-23]，但研究数据多来自模型或室

内实验[24]。在设计建造时就把科研数据采集考虑

在内，对由学生自主营造的工程实践具有特殊意

义。2021年5—8月，共收集了5场次降雨数据

(表1)。实测数据表明，花园对降雨强度小且历

时长的降雨有很好的滞蓄效果(图6)，不使用储

水罐就已经基本保证《海绵城市建设建设指南》

中径流控制率85%的要求，雨水全部下渗补充

地下水，且观察到土壤表面在12h内恢复干燥无

积水；短历时暴雨条件下需要动用储水罐，在最

大小时降雨量59.6mm的情况下，未发生溢流。

4.2  学生自主的参与式营造历程

学生如何在校园内策划、设计、建造和管

理一个“全要素雨水花园”，没有先例可研究。

国内还较少有关于雨水花园营造过程中公众参与

问题的研究，这次学生自主营造实践的经验提

供了案例。项目营造周期将近2年，分为策划、

设计、施工、运营4个阶段(图7、8)，前后参与

自主营造团队的学生和志愿者超过50人，分别

来自北京大学11个不同的院系。营造团队共组

织了2轮多专业参与的设计工作坊和4轮意见征

集，专业学生的带动大大激发了其他非设计专业

学生参与校园建设的热情，总计达到2 000人次

参与了营造过程(表2)。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

中，学生和学校之间也构建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参与其中的校园管理部门就达到了12个之多。

设计专业学生在营造的各个阶段中都起到了

核心作用，相对于其他专业学生，他们作为参与

式营造中的“第三方”[25]，是激发参与热情的启

发者、建立学生自信的协助者、多方利益的协调

者，同时也是整个营造过程的观察者。

4.3  建成后的使用情况和社会影响

雨水花园建成后成为校园中人流密集区域

的一片非常独特区域(图9)。建成4年多以来，雨

水花园运行良好，师生们为雨水花园归纳了6个

“第一次”：第一次积水严重的路面可以不积

水了，第一次屋顶雨水不往路上排了，第一次校

园里有了喷泉，第一次学生宿舍区有了秋千，第

一次自生植物(杂草、野草)没有人想到要清除它

们，第一次确信无疑知道雨水补充到了地下。它

不仅是一处经过精心设计和施工的现代风格明确

的园林景观，经过4年的使用，更验证以下使用

绩效：像设计预期的那样解决了这个区域积水问

图2  利用SWMM对宿舍区进行降雨-径流动态模拟
图3  宿舍区内的人工草坪转变为雨水花园后可减少地表径流量和道路淹水深度

日期 降雨历时/h 降雨量/mm 径流总量/m3 下渗量/m3 储水罐收集量/m3

5月22日 7.5 31.5 21.6 21.6 0

6月30日 1.0 25.9 17.8 17.8 0

7月1日* 4.0 64.8 44.5 38.4 6.1

7月2日 6.0 67.7 46.5 42.1 4.3

8月9日 1.0 29.7 20.4 18.8 1.6

注：*7月1日最大小时雨量达到59.6mm，降雨集中在前1个小时。

表1		 	 	 	 			2021年部分监测数据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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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每年监测到给北京城市补充超过100t地下

水；成为学生宿舍区园林植物与自生植物和谐相

处、蝶飞蜂舞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每年

鉴定出的植物超过60种；是校园中师生驻足凝

视、小憩会友的“看”与“被看”交流空间；是

校园中多个学院生态环境与设计课程的固定科普

和教学实习场地；是学校和同学们引以为傲的亲

朋好友“打卡地”；推动了校园环境建设和管理

观念的革新。据不完全统计，自2019年夏季开

始施工起，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师生已经接待

了包括政府机关领导、高校师生和规划与设计机

构的专业人员、中小学师生近千人，他们来自超

过100家不同的机构。

5  学生自主营造的困难与克服

5.1  项目程序的合法合规

北京大学此前已有过一些学生自主营造的探

索[26]，由于规模都较小，通常管理部门不会过多

干涉。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营造的每个过程都

需要满足财务、校园管理、城市建设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校园规划委员会的评估、施工合同、

施工人员入校后的管理、建筑垃圾的转运、施工

中的水电、动火许可……由学生办理这些手续完

全没有先例可循，因此每一项都需要由学生营造

团队主动和各个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常常需要由

几个部门一起磋商。经历长达3个月的努力，直

到正式开工前2天才最终办结所需的所有手续。

5.2  雨水花园的理念传播

与传统建成环境雨水工程依赖排水相反，

“海绵城市”提倡建设跨尺度的水生态基础设施

来综合解决城乡水量水质问题[27]。雨水花园就是

最小尺度的生态基础设施单元，在源头就地消纳

雨水，同时实现补充地下水、保护生物多样性、

黏土

图4  雨水花园平面图
图5  雨水花园地下结构
图6  雨水花园运行监测数据4

5

6-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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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

在项目初期，许多非设计专业同学一开始并

不理解为什么要建一个花园来缓解内涝问题。一

些人质疑就地消纳雨水的合理性。同时，管理部

门也担忧雨水下渗可能会影响周边建筑和道路的

基础。为了解决这些疑虑，学生营造团队通过大

量的建成案例、实地调研和模拟数据向管理部门

证明了雨水花园在源头消纳雨水的可行性，同时

特别在方案中采取多种措施避免雨水集中下渗的

不利影响。针对非专业同学，学生团队首先在网

络平台对校园雨洪问题和雨水花园进行了大量科

普。在建造过程中通过组织参与工作坊吸引同学

参加(图10)，并在现场向同学解释内涝形成的原

因、海绵城市的理念及雨水花园的作用，向更多

人普及了景观设计师的工作和意义。基于这样的

交流基础，学生营造团队设计出一套通俗易懂的

场地解说系统，方便到访者自行阅读和理解雨水

花园的工作原理(图11)。通过这些措施大大提高

了公众对雨水花园的接受度。

5.3  学生需求的共情与理解

基于设计师一厢情愿而不了解学生需求的

设计，往往会遭到抵制。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

的实际需求，学生团队组织了3轮学生评审，向

同学们征集方案意见。最初的方案基于学生设计

团队先入为主的观察，发现宿舍楼前出现最多的

是驻留的情侣，因此设计了供情侣可以停留的空

间。然而，这个方案公布后就遭到了大量住户的

图7  学生团队和校园管理部门踏勘场地
图8  施工过程(李木易摄)
图9  雨水花园建成效果与最受学生喜欢的秋千(钟洁岚摄)
图10  参与工作坊(钟洁岚摄)
图10-1  水泥标本砖制作工作坊
图10-2  植物认知工作坊

表2	 	 	 	 学生自主营造雨水花园历程

阶段 具体内容 参与群体

策划

2018.3—

2018.11

联合多家社团申请基金资助，项目成功立项 3个学生社团：校园公益营建社、绿色生命协会、

创客空间

项目因校庆中断

校园积水情况调研 城市与环境学院学生

第一轮意见征集 附近29楼、30楼、31楼部分学生

设计

2018.12—

2019.8

向雨洪管理专业人士咨询 规划设计专业从业者

调研场地问题，计算雨水容积，形成方案构思 规划设计专业学生

参与式设计工作坊，确定初步设计方案 校内各专业师生

公开设计方案，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收集师生意见 校内各专业师生和邻近宿舍住户

结合反馈意见调整方案后再次公布，没有收到反对意见 邻近宿舍住户

与学校管理部门确定实施方案 校团委、校园房产部、校园规划委员会、总务部、

学生宿舍管理中心、动力维修部

第三方施工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协助绘制施工图纸 第三方施工团队

施工

2019.8—

2019.10

专业学生全程在现场监督施工，住户通过线上云监工 附近宿舍楼住户

校园乡土植物认知与水泥标本砖工作坊 学生绿色生命协会、各个专业学生

植物认知与种植工作坊 附近宿舍学生和专业学生

项目正式完工

运营与监测

2019.10

至今

完工仪式 营建社成员代表、学生代表和主管校园建设的校领

导和各管理部门

水文、气象(2021年冬季因设备故障终止)和植物监测 营建社成员

每年春季、夏季和秋季植物和土壤养护 营建社成员、校园服务中心

自然教育

2019.10

至今

专业考察、观摩学习、中小学自然教育和实习基地；接

待了包括北京建筑大学师生、北京市水务局考察领导和

专家，各地规划设计专家、学生，中小学学生等

营建社成员、指导教师和学校后勤领导

获奖

2020.9

获得美国风景园林设计师协会(ASLA)社区服务奖

7 8

10-1 10-2 9

反对。一楼住户反复坚持花园“不应该再为更多

人停留聚集”提供条件。同学们反映“希望有一

些实用的功能”“椅子没有实际意义，一点也不

实用”。这些反对意见让学生团队转变了设计思

路，认真研究起同学们的需求。在后来的方案

中，取消了舒适的座椅，改成用一些没有明显意

图的矮墙和回收的木桩为停留的人提供临时座

位。最终方案支持率从73%上升到了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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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学生参与的积极调动

在第一轮学生评审时，也有不少同学认为

这只是又一次例行公事，对意见征集并没有太多

期望。传统的校园改造工程，同学提出意见后往

往不能得到及时反馈，导致学生参与热情不断下

降。因此在这个项目中，学生团队因此有意缩短

了方案公示和意见收集的时长。在第二轮意见征

集中，学生团队在公寓大厅放置了设计方案和意

见征集板，每天都有一名团队成员去记录收集到

的意见。一旦发现没有新意见提出，就立即撤去

公示板。依据意见修改后的新版的方案在两三天

内就投放回原位。这一举措大大增强了学生使用

者的信心，不仅让更多人相信这个项目真的会实

现，还吸收了112位对雨水花园感兴趣的学生住

户参与到后续的施工环节。这体现了学生团队对

公众参与的积极态度，通过及时的反馈和调整，

有效地重建了学生对项目的期望和信任。

5.5  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

校园是一个高密度的建成区，任何一点改动

都会影响到不同利益群体，因此需要通过积极的

参与在各方之间取得平衡。成玉宁等在对日本社

区营造的发展趋势的梳理中强调了“主体性”、

人与人的关系、公共空间与公共资源的关系，才

是社区问题的核心要义[28]。学生营造团队的主要

工作就是在校园内的不同主体之间寻求平衡。因

此学生团队不仅要为使用者(周边学生)提供发言

机会，还要协调使用者和校园管理部门，以及施

工方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初步调查中，许多同学提出增设带雨棚

自行车位的需求。然而对于学校来说，改造的痕

迹应尽可能小，不能出现明显构筑物。为了同时

满足双方的需求，最终采用设置带车架的停车位

解决方案。此外，同学们还关心施工中的噪声问

题。项目的施工团队来自京外，一般7点就已经

到达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施工团队希望

将每天施工时间尽可能提前好早日完工。经过学

生团队和施工队沟通，通过调整施工工艺顺序、

噪声作业前提前通知同学等手段，成功减少了施

工带来的消极影响。学生团队还在工地周围张贴

了招募热心同学担任“云监工”的通知，有100

多位同学每天在社群内关注施工进度。施工中遇

到的困难，与校方、施工方及周边冲突工程的协

调结果都实时向关注者们发布。以上这些举措不

仅实现了北京大学校园施工首次“零投诉”的记

录，还吸引了许多同学成为社团骨干，参与到花

园建成后的维护中。

总的来说，学生营造的雨水花园为校园建设

提供了积极的示范作用。一方面，雨水花园引起

了对校园积水问题及其多样化解决途径的更广泛

关注，加速了整个校园内内涝问题的解决。花园

投入使用后，后勤部门及时启动了其他路段的排

水系统改造。另一方面，雨水花园推动了乡土植

物在其他校园绿地中的使用，低维护的近自然植

物群落也在校园中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6  学生自主营造的经验

6.1  社团平台

对于校园范围内的参与营造，学生社团平台

起到重要的作用。校园营造的核心在于学生的自

主性，而这得益于校方的充分信任。这种信任除

了来源于北京大学在校园建设问题上对学生意见

的高度重视外，也得益于学生的积极争取。由建

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指导的校园公益营建社是学生

争取自主营造的重要平台。北京大学校园公益营

建社自2016年成立后，以社团名义完成了一系

列的小型校园项目，获得了良好反响，为雨水花

园的设计营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生社团也更

容易和校方、不同专业学生，以及校内外各个机

构团体进行对话。

6.2  非专业学生参与

设计专业学生在营造过程往往起到领导者

的角色，但非设计类专业的学生是学生群体的主

体，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许多同学存在畏难心

理，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不会做设计，要怎么

参加”。这是在许多营造工作坊中都将面临的问

题，要设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介质，必须首先找

到触发它的工具[29]。学生营造团队总结出了一

些鼓励非专业学生参与的活动来帮助同学建立信

心，例如邀请非专业同学和专业学生一起调研校

园环境，寻找空间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培养非专

业同学对身边环境的关注。实体模型也是经常使

用的工具。借助一些形象化的实体材料，非专业

学生可以更轻松地参与到设计方案设计讨论中，

例如橡皮泥、手工模型、卡纸等。同时，专业学

生可以起到“助产士”的作用，帮助非专业学生

把他们心里模糊的想法清晰地通过空间手法表现

出来。

6.3  即时反馈

设计师一直在发明各种各样参与式设计的工

具[30]。参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参与者的作用[31]，

其中非设计专业学生的参与尤其重要。营造的目

的不只是完成改造项目，更重要是要唤醒更广泛

学生群体的社区意识。公共参与的意义在于通过

行动重建公众对生活世界的想象与期望[32]。这种

期望需要在营造过程中不断巩固，尽可能让每个

意见都能及时得到反馈。例如，在方案意见反馈

的环节，可以提前制定计划，确保方案的公示和

意见收集都能及时进行。

6.4  过程透明

最好可以让使用者了解项目实施的过程，而

不仅仅是项目的开端和结果。通过使过程变得透

明，用户可以清晰地看到项目的推进，有效增强

用户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例如在施工环节，营造

团队通过线上社群，从建造阶段开始每天不定时发

图11  雨水花园解说系统与校园第一处喷泉



47中国园林 / 2024年 / 第40卷 / 第3期

布施工进展。通过“云监工”，逐渐让住户意识

到这个工程和自己的关联。有住户反映，在经历

了一个夏天对花园施工的关注后，她对这个花园

的感情从最开始的“于己无关”逐渐变成“像在

修自家后院，每天回宿舍前都会进来看一眼”。

6.5  指导教师有节制

学生主导的工作，仍然离不开指导教师的

指导。通过本项目获得经验是，指导教师要信任

学生“可以把事情做好”，一定要节制自己的指

导，防止学生有依赖指导教师才能把事情做好的

想法。学生完成这样一件工程，是在践行一次超

长时间的PBL学习实验，教师不适宜的参与可能

会伤害学生的主动性，进而损害学生成果和收获

的完整性。本次花园营造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坚

持“不主动介入”“适时点评和鼓励”“提醒学

生需要深入的方向(不是结果)”及“适时肯定和

提问”等原则，只有学生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

题时才介入，事后审视证明是成功的。

7  展望

北京大学学生自主营造的实践已经初步探索

出一个以学生社团为平台、多专业学生合作、多

方参与的校园建设模式，学生从被动邀请到主动

发起，完成从策划、设计、建造到运营的校园空

间更新改造全过程。

未来相关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从以下几方

面继续深入探索[33-36]：1)校园参与式营造的

交流、协作与组织机制；2)校园作为自然实验

室，学生参与对校园营建的行为机制与社会治

理意义；3)校园参与式营造对学生身心健康、人

格塑造等育人作用，以及职业人生的影响研究；

4)参与式校园营造作为实验设计和设计研究手

段；5)校园参与式作为助推低碳环境和生活方式

转变的校园治理方式；6)统一的参与式营造数据

库建立。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张浩、卓康夫拍摄

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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