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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休闲广场的环境特性 

作者：吕明伟 姜海军   发表：中国花卉报 2004.3.4 评论(0) 打印 

  如果把居住区整体看作一个大型的住宅，那么休闲广场就是客厅，集中展示品味、特色、灵性、活力；对于

居住者来说，休闲广场又是交流、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是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休闲广场空间形式作为非语言的文化符号，总与一定的人及人的社会行为相互关联。同时，空间情境是复杂

多样的，任何一处空间情境均由若干情境要素所组成，它包括1．空间本体形态及其实体构成； 2．自然环境；

3．使用者（包括个体及组织）；4．使用或活动方式； 5．文化区位。因此，高品质的休闲广场应具有如下环境

特性。  

  景观形态的整体性  

  建筑、道路、广场、绿地、花园、停车场等是居住区中的基本组成要素，具有各自的空间特征，在居民生活

中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居住区环境的整体。居住区的规模、人口，广场定位，广场性质与级别，广场和小

区建筑的风格、布局，用地环境条件等，都是影响因子，应该具体分析，正确对待，使各个环境要素具有统一协

调性。利用休闲广场在居住区各局部之间建立有机的秩序，使各构成要素均衡和谐地发展，并相互关联，成为连

续的整体，满足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对于居住空间质量的要求。  

  使用功能的不定性  

  对于现代生活休闲空间来说，给予每一空间以精确合理的功能划分是不可能的，唯有功能上的互补互益的活

动空间才能更好地满足现代人行为的不定性。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场已成为多元化的物质载体，应提供

多种活动支持。居住区休闲广场适应了广大居民游赏、休憩、交往、健身、娱乐等行为活动，是集多种功能于一

身的活动空间。  

  表现形式的丰富性  

  现代休闲广场的设计向宽容、多元、边缘性和不确定性的方向发展，着重强调人的活动参与性。因此，广场

活动空间的亲和度、可达性、文化性、娱乐性、景观的优美性等成为广场设计的依据和标准，同时也决定了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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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如几棵大树，数块山石就能成为很好的吸引人们的视线，汇聚人流的场所，构

成宜人的活动空间。  

  使用时间的多样性  

  人类的行为活动是伴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转变的，不同的时间段，有着不同的活动内容。多种活动方式、不同

的活动时间、生动多样的活动人群形成了广场空间形态和使用时间的多样性。如北京亚运村安慧里居住区的葫芦

广场，清晨为中老年人提供晨练场所，中午和下午成为青少年进行球类运动的比赛场，晚上则成为居民休闲娱乐

之地，或聊天、散步或举行露天舞会或观看露天电影。该广场的建设兼顾不同层次人群在不同时间的活动需求，

保证固定的使用密度的同时，以生动多样的人群在不同时间段的呼应与融合满足居住区内人们活动需求。  

  总之，居住区休闲广场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场所，是城市住宅区中最具公共性和活力的开放空间。居住区休闲

广场总与特定的人及人的社会行为相互关联，最终功能是满足人们各种活动的需要，即使用功能，这是与人类活

动有密切关系的空间功能之一。因此，对于生活于都市的现代人来说，构筑一定的具有舒适性、愉悦性、文化

性、生态性、可达性的居住区休闲活动广场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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