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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空间与环境心理学密不可分的关系入手，提出了满足环

境心理学的庭院空间设计方法，指出了环境心理学在设计中

的重要性。 关键词：庭院空间环境心理学设计住宅庭院是居

民室外活动最频繁的场所，住宅群庭院的空间设计与人的心

理感受密切相关，在设计时应结合环境心理学，综合考虑人

对其生理、安全、交往、休闲与自我实现的多方面的需求。

所谓环境心理学，就是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环境与

处于其中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状况的科学，主要是研究人与

环境关系的最适化，强调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目标取向和循

环本质。生活在环境中的人对“实体环境”刺激能进行储存

、了解、组织与重构，形成喜欢或不喜欢的感觉，进而影响

到人的行为，甚至形成“环境压力”.住宅庭院空间作为一种

外部空间环境，应具有归属感、领域感、私密性和实用性，

进而创造出人性化、功能化的美的空间。www.Ｅxamda.CoM

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我国传统文化的控制作用较强，人的行为

常常受到外界因素的束缚。围合的空间容易产生视觉监督，

不利于公共活动开展。稳定的组群内，相互熟悉的居民的视

线干扰更让人感到不适。在设计时应减少环境的通透性，将

其恢复成自然状态，避免视线监督。如在庭院局部设自然的

屏墙或遮挡视线的树木，为喜好安静、舒适的居民提供一块

身心偷悦之处，创造安全可靠，具领域感的环境。领域感是

人的一种本能行为，它受文化背景的影响。社会群体趋向是



在于创造亲密、保护、安全的感觉，形成可防御的空间领域

。同时，领域空间给人一种自尊与责任感，促使居民保护自

己的生活圈，减少破坏性的行为，创造安全感。人们建造某

一建筑空间，都有其特殊的目的“涎值以为器，当其无，有

器之用，凿户腑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传统的庭院是

休息、集会、交往、宴会的共享空间，现代住宅庭院空间的

设计应注重外部空间的实用性，使人们乐于停留其中，并能

感受到生活的情趣。设计着手之前，应先记录庭院基地令人

愉悦的特质，以使在规划中不破坏原有的特色，如独特的景

致、多样的文化特色和环境尺度等，做到基地设计与周围环

境的调和。 1、入口设计 由居住区道路进人庭院，应使人感

到空间的变化，人口起到了提示及限定空间领域的作用，人

口不是具象的门，它必须能唤起人们对空间变换的意识。人

口一般设于组团道路与它们的交接口处，可在庭院正中，亦

可偏离中心，它的位置与庭院的关系，决定着内部交通形式

与庭院布置方式。无论内部庭院或者它的围护物是什么样的

形式，分隔空间的明确方式是设置一个实际的或暗示的“垂

直面”.这个垂直面或为矮墙、短柱，或为庭院与外界的高程

变化，它将空间彼此区别，分出“此处”和“彼处”.人口的

形式可模仿建筑的大门，取人口的本意亦可借建筑或庭院中

的象征符号，采用“雕塑”方式，起到序幕的作用或与之对

比，增加人口的边界感并强调人口作为处所的特征。 2、空

间区域划分 庭院空间根据人的活动性质不同，可以分为运动

空间和停滞空间。运动空间可用于行进、散步、晨练或游戏

停滞空间可用于静坐、观赏、读书、等候、交谈等。运动空

间希望开阔平坦、无障碍物，空间区分与限定自然，具现代



亲和感，可设计成欢乐的自由空间、柔和与流畅的铺装图案

、无限制的活动区，以光亮的、自然的形象和温暖的色彩、

活泼的场地设施来衬托空间的欢乐景象静滞空间希望相对封

闭，其中可设置桌椅、照明灯具等休闲用品，配以浓密的绿

化和矮墙，与动区相隔离，静区应为创造安宁的心态提供舒

适的设施和有趣的效景，应设计得轻松、悠闲、大小随意。

可用熟知的建筑形象，流畅的线条、稳定的结构受力、调和

的质地与柔和的光线创造悠闲的空间特色。 3、庭院绿化造

型采集者退散 庭院绿地是居民在居住区中最常使用的休闲场

所，设计时应强调开放性与外向性，以便于居民游览。 绿地

中的花卉、草木应自由布局，园中小径可设计成流畅的曲线

，以引导空间的序列变化。绿地形式应适合人们的生活、行

为与心理，体现时代感。利用植物造景时，可使用自然形和

几何形进行构图，并配以抽象的图形和大块的色彩，使绿地

富于人工装饰美。庭院空间中的运动与休闲区域可通过绿化

围合、隔离并联系起来，形成功能性、观赏性兼顾的景观环

境。绿篱、树墙等可作为空间的竖向界面，围合空间区域的

边缘。界面愈高、愈近、愈密，其限定作用愈强。休息区可

设在此边缘以遮挡视线，形成具有封闭感和私密、隐蔽、防

卫特征的区域。而在开敞区域，降低绿化限制的高度，令空

间连续，可减弱限定性，形成公开、开敞和交往的特征。花

架与树冠等可作为空间的水平界面，形成一定的潜在空间意

识和安全感。 运用光影变化的规律，巧妙布置庭院绿化，使

得建筑、场地、绿荫呈现出许多层次，可加强幽深感。以明

亮的空间来衬托暗的形体，可令人们的感受更富趣味与想象

。如浓密的花架被花卉覆盖，花架内部空间深暗，射进几束



阳光，能带给人以梦幻之感。白色墙面反光强烈，能使它的

围合空间明亮，若在其周围密植绿树，并用石墙环围，则能

使光线变得柔和、深沉。 4、小品形态塑造 雕塑小品主要起

装饰作用，属观赏性小品。设计时应与整体环境有机结合，

应控制自我表现的意念，根据空间容量确定体量与尺度，而

不应追求重大体裁与高大形体，以便与环境融为一体、相得

益彰。为创造居住区独特的风格，加强视景的连续性，雕塑

小品应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统一的题材。另外，雕塑作为庭

院景观的点缀，无需华丽、气派，应更多地关注生活气息的

渲染。还可运用传统造园手法，在庭院中引人比例协调、体

量适宜、小巧而别致的亭、廊等建筑小品，能给人带来丰富

的文化艺术内涵享受。水是大自然中最壮观、最活泼的因素

，它的风韵、气势及流动的声音给人以美的享受和遐想，水

在空间中的艺术形态可以构成优美的水景景观，衬托出宜人

的空间气氛。在庭院中或布置小桥流水或设置一个喷泉、水

池，可形成视线或观赏的焦点，能在展示庭院空间层次与序

列的同时达到情与景的交融。 5、色彩与色调处理 环境在光

的作用下产生丰富多变的色彩，色与光结合通过强调或抑制

的不同处理，可削弱一些次要的或不美观的部位，创造出重

要部位或视觉中心。色彩是一种语言，在设计中可作为一种

信号对不同的设施给予不同的色彩如对雕塑、喷泉等使用背

景灯，对座椅或局部地域使用人工或自然的色彩等，均能使

环境更富人情味，克服机械冷漠感。人工光和自然光都能创

造一种气氛，给空间增加另一向度，使其简化或丰富。不同

的色调给人不同的距离感高明度的暖色系令人感觉亲近，低

明度的冷色系使人感觉后退缩小。 相同色调的颜色容易统一



，而对比色更容易变化，庭院空间要创造亲切近人的气氛，

就应采用明快的暖色，形成色彩清新、丰富和谐、变化有致

的空间环境。 6、结语来源：www.100test.com 住宅庭院空间

设计应创造符合多样统一的美学原则，拥有清心悦目的视觉

效果和人性化的空间景观。庭院空间中的各景观造型应相互

协调、相互衬托，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形成一个有序

的空间序列。空间设施的尺度应符合人体工程学，体现设计

的人性化亲切宜人，各要素多样统一，空间形象简洁明快，

具时代特色和美感。庭院空间设计应重视人类心理需求的多

样性，力图超越形式主题，创造出有个性意义的环境，给人

以归属感、领域感和依赖感。富有个性的庭院空间环境是通

过色彩、装饰和质感作与众不同的处理而形成的，塑造庭院

空间的个性有利于加强庭院给人们的视觉吸引与情绪上的感

染力。空间的个性在人们情绪上所引起的反应能使人获得深

刻的印象与特殊的美感，个性化的设计是通过可见的形状、

尺度、色彩和质感来表现的，而深层内涵的性格认同与气氛

感受则是通过人的生理、心理体验来表达的，其地方特色可

从传统民居中进行探求，分析其院落的形成与比例关系，从

而创造出具有文化特色的院落环境。环境心理学既是社会科

学，又是人类生态学，其目的是要“澄清人对建筑物及其周

边环境或空间的感觉、经验、认知，以期制定一种标准，使

建筑师的设计不再限于依赖狭隘的机能主义，而能进人一个

合乎人性需求的境界”.因此“心理学是一门拓宽机能主义的

界限，追求人类的根本问题并证明环境品质的现代学问之一

”.我们在庭院空间设计时，应在满足建筑环境心理学要求的

前提下，创造良好的景观环境，形成美的、具归属感、领域



感、安全、适用、人们乐于停留其间的庭院空间，和住宅群

、道路等共同构成良好的人居环境。 相关推荐：国外城市群

交通圈层比较研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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