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知刊出版社 2024年 1卷 11期

JZKpublishing 建筑技术与创新

76

评估马来西亚教育建筑中影响学生幸福感和热舒适条件

的建筑设计策略
孟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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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项研究调查了建筑设计如何影响马来西亚教育建筑的热舒适性，马来西亚以温暖潮湿的热带气候而闻名。

该研究采用了混合方法，包括对 300 名学生的调查以及定性访谈和观察，以确定对热舒适性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建

筑因素，如朝向、隔热、通风和遮阳。结果表明，人们对现有的高温条件普遍不满，强调了自然通风和有效遮阳

在提高舒适度方面的必要性。该研究强调，需要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解决方案，使个人能够对热环境进行个人控

制。建议采用建筑设计标准来提高教育环境中的热舒适性，这可以改善学习效果和整体健康状况。该研究的局限

性表明了进一步研究的潜在领域，例如扩大人口范围和纳入客观的环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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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马来西亚这样的热带气候中，教育建筑的建筑设

计对于确保室内温度舒适至关重要，这对于学生的学习

效果和身心健康都至关重要。为了创造合适的室内环境，

特别是在高温和湿度的条件下，需要仔细考虑多个因素。

研究强调了控制室内温度的益处，尤其是对学生的认知

能力有积极影响，并突出了教育环境中温度舒适性的重

要性。

此外，温度舒适与学生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创造

能够促进宁静和创造力的环境，可以显著减少压力并改

善整体心理健康。 empirical研究表明，室内环境质量

（IEQ）对学生满意度有重要影响。在大学教育设置中，

景观设计被认为是关键因素。因此，教育机构的建筑设

计应优先考虑促进物理舒适、心理和情感以及社会方面

福祉的环境。

本研究旨在弥补现有文献中的空白，通过评估马来

西亚教育建筑中使用的温度舒适和福祉改善的建筑设

计策略。该研究旨在获取创造能够促进全福祉（包括身

体、情感、心理和社会方面）的环境的见解，全福祉是

多维度的概念。

1 关于温度舒适的研究

建筑因素，包括建筑材料、窗户、门、建筑方向、

隔热、通风以及绿化设施的融入，对教育环境中体验的

温度舒适有重要影响。例如，混凝土和砖块等材料由于

导热性能较高，不仅对舒适感有影响，也对能源使用产

生影响。窗户和门的尺寸、设计及其玻璃组成对温度控

制具有重要作用和。建筑方向影响建筑物接收到的阳光

量以及室内温度。此外，隔热对于减少热损失或增加有

重要意义。通过通风实现空气循环对于控制室内温度在

夏天尤为重要。另外，种植植物可以提供遮阳的作用，

从而降低室内温度。

2 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

调查教育环境中学生体验的温度舒适和福祉改善情况。

该研究强调了系统性和有序，以便对发现进行无偏的考

察。在马来西亚泰勒大学招募了 254 名学生，采用样本

量计算的方法。使用标准化调查以评估泰勒大学建筑系

学生在其教育环境中的温度舒适感。调查版本包括数字

版和实物版。

图 1 泰勒大学湖滨校区

结构化问卷特别设计用于收集学生关于热觉舒适

感的全面信息。内容分为三个主要部分：人口统计调查、

建筑要素对热觉舒适感的影响以及学生的福利。问卷是

在大量相关文献评估后创建的。收集到的数据将存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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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Excel 中，并使用 SPSS 软件进行分析，以识

别建筑设计元素与教育环境中的热觉舒适感之间的统

计关系。

3 结果与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关于建筑设计如何影响马来西亚教

育大楼热觉舒适感和福利的调查数据，讨论了研究结果。

3.1 测量工具

研究者使用了利基特尺度来衡量参与者的观点，该

尺度从“强烈不同意”（1）到“强烈同意”（5）。这

种尺度使对回应进行定量评估成为可能。

3.2 参与者人口统计资料

调查对象为一批多样化的 259 名受访者，其中女性

占比最高（66.0%），大部分受访者的年龄在 18 至 29

岁之间（60.2%）。学习空间使用频率也呈现出一定的

差异性，44.0%的受访者每周使用3-4 次学习空间。

3.3 影响热觉舒适感的建筑因素描述性统计

研究发现，受访者对自然通风和阳光较为偏好。窗

户开启准备度（均值=4.47）和阳光较多的场所偏好（均

值=4.54）的得分较高。然而，对于窗户在促进空气流

动方面效率的满意度（均值=1.93）却较低，这表明需

要改进窗户设计以提升其功能性和舒适性。

3.4 学生幸福感的描述性统计

受试者对教室温度引起的不安程度显著（平均值=4.

26），强调了热舒适对整体幸福感的重要性。教室温度

被认为对学习有重要意义，平均值为 4.23。这强调了热

环境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3.5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建筑特征与学生幸福感呈正相关。例

如，打开窗户的准备度与增加阳光的偏好之间存在正相

关，这表明自然通风和日光是热舒适的相互关联的要素。

表 1 建筑要素关联矩阵

Q6 Q7 Q8 Q9 Q10 Q11 Q12 Q13

Q6 1 0.231 0.176 -.477 0.279 -.235 -.480 0.150

Q7 0.231 1 -.546 -.639 0.721 -.598 -.621 0.446

Q8 0.176 -.546 1 0.365 -.584 0.660 0.528 -.559

Q9 -.477 -.639 0.365 1 -.594 0.683 0.638 -.421

Q10 0.279 .721 -.584 -.594 1 -.602 -.685 0.456

Q11 -.235 -.598 0.660 0.683 -.602 1 0.622 -.489

Q12 -.480 -.621 0.528 0.638 -.685 0.622 1 -.546

Q13 0.150 0.446 -.559 -.421 0.456 -.489 -.546 1

表 2 学生幸福感的相关矩阵

Q14 Q15 Q16 Q17

Q14 1 0.323 0.434 0.326

Q15 0.323 1 0.588 0.605

Q16 0.434 0.588 1 0.454

Q17 0.326 0.605 0.454 1

3.6 结果和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建筑设计是决定教育环境热舒适度

和舒适度的重要因素。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空气循环和

采光，设计技术应优先考虑窗户的最佳位置和尺寸，如

对自然通风和阳光的偏好所示。对窗户有效性的满意程

度不足，这突出了加强窗户设计以更有效地控制室内温

度的必要性。

受试者因教室温度引起的不适凸显了在设计教学

建筑时考虑热舒适的必要性。热舒适与学习的关系表明，

营造热舒适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心理

健康。

4 讨论

研究结果验证了建筑设计对教育环境中热舒适和

幸福感的关键影响，支持了早期强调建筑设计在建立良

好学习环境中重要性的研究。本文强调了采用高效设计

组件的重要性，例如战略性定位的窗户，以最大限度地

利用自然通风和阳光，从而改善热舒适性和总体福利。

统计数据表明，热舒适性与学生的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明

显的联系，表明规划良好的教育设施可以极大地提高学

习成绩。

5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为建筑设计对热舒适性有重要影响的观点

提供了证据，热舒适性反过来影响学生在教育环境中的

幸福感和学习成绩。主要研究结果表明，学生有强烈的

倾向学习空间，提供自然通风和充足的阳光。这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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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建筑的设计和翻新中应优先考虑这些方面。

研究认为，建筑设计在决定教育环境的热舒适水平

和整体幸福感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热舒

适性和优化学习效率，建筑师和设计师建议优先考虑自

然通风和采光策略的集成，同时仔细选择合适的材料和

建筑方向。结合绿色基础设施和可持续设计原则可以提

高学习环境的舒适度和幸福感。

为了提高教育设施的热舒适度和整体舒适度，建筑

师和规划师应：

考虑到该地区的具体气候条件和建筑美学，优先考

虑包括灵活和响应性强的设计元素，以促进自然通风和

最大限度地暴露在阳光下。

结合可持续的设计策略，提高热舒适性，促进环境

保护和能源效率。

推进屋顶绿化、垂直花园等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减

少吸热，增强生物多样性。

建井标准是一个综合框架，旨在提高新建和现有教

育建筑的健康和福利，目标是实现建井认证。

在设计阶段促进建筑师、教育者和学生之间的合作，

以确保学习空间符合用户的需求和愿望。

后续研究应调查应用这些建议对学生学业成绩和

整体福利的持久影响。此外，进一步研究可能探索不同

设计方案的成本效益及其对建筑物维护和运营效率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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