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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论文是基于人性空间下的住宅景观环境设计作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居住小区景观设计,把相关的基础资料进行

收集、项目实地调查和条件分析相结合,以功能分区及主要节点景观设计、道路交通系统设计、竖向设计、植物种植设计、

景观照明设计、景观给排水设计、成品配套设施设计以及经济技术指标统计对居住小区进行了详细的景观设计。最终目的是

通过综合性人本设计思想给该小区居民营造一个舒适、优美、人文、生态的居住环境,愿能够对日后住宅景观环境设计方向

提供一定的可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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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来看,园林景观发展在我国已经长达上千年的历

史,适应现代园林景观方面的探究却仅仅达到四十年的时间,

为此,大部分人在园林景观认识上一直处于非常浅显的层次

上,错误的认为景观设计仅仅是种植一些花草树木、进行石

头、水源的整治即可。自新中国成立开始,人们开始有了越来

越多出国留学的机会,当我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几何对称的

住宅建筑设计、开阔壮观的大草坪灯等风格住宅建筑涌入眼

帘。伴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崛起,中国特色园林风、欧陆

风在住宅景观设计中开始流行起来,可是,这些住宅景观通常

只侧重于外在的形式,根本不重视住宅的使用性能,更未对住

宅人性空间下的景观环境设计进行综合系统性的考虑。 

要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场所这是人们 为基本的需求,在

这一基本前提下人们才会去考虑自己的衣食住行。需要指出

的是,居住环境是人类活动 为密集的区域,其更好地承担

起人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追求。在世界范围内房地产市场竞

争愈演愈烈的基本现状下,开发商和居民对于居住环境的要

求呈现出逐渐升高的变化趋势,并且大家所注重的层面早已

由 初简单的户型平面拓展转变为住宅整体环境特色及外

部空间的设计方面,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房地产开发

商把住宅景观设计用作提高整体住宅景观环境设计水平的

有效方式。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目的是通过住宅小区景观方案的合理性设计,能够给居

住于住宅小区的居民创造生态、舒适、独具文化气息的室外

人性空间,与此同时,让住宅小区成为城市中 美的一道风

景。望在今后的人性空间下的住宅景观环境设计工作当中,可

通过解决居住区中存在的实际性问题,并且全面做好居住区

周边环境的全面考察,制定出 佳的景观环境设计方案。在这

一基本前提下,我拜读了大量的住宅区优异的环境设计方案,

同时综合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先进的住宅环境景观设计方

案与设计思想,汲取其中成功的设计经验,这样才能够使得

自身当前的设计水平得到进一步显著地提高。 

2 人性空间下的住宅景观环境设计思想 

当然,设计一个人性空间下的住宅景观环境必须要对住

宅区居民的行为需求、生活习惯有一个深入性的了解。要知

道,居住环境是为人而建造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多元

化需求来进行设计的。美国心理学会主席.马斯洛曾经在《动

机与个性》一书当中明确指出：需求等级理论。他明确指出,

人的需求是由低向高、由物质向精神变化发展的,其层次存

在很大的差异性。生理方面的需求-安全需要-归属于爱的需

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和安全需要指的是人生

存的基本需求,譬如：衣食住行及个人人身安全、劳动安全

等方面的需求；爱与归属及自尊的需要则指的是个人的心理

需要,其中涵盖有对社会交往、地位、传统文化的需要；自

我实现指的是人高层次的发展需要,具体包含对生命意义的

理解、自我满足、个性风格的追求等等。当然,人的需求层

次不同,在顶一顶程度上会在时间、地点及空间环境方面有

着不一样的表现。在居住环境景观设计过程中,务必从满足

住宅居民各方面需求作为基本出发点,从而使得住宅景观环

境设计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2.1 文化原则 

住宅景观环境设计一定要彰显出各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

紧紧围绕各区的地域文化特色进行景观设计的核心要素,运

用现代化景观设计方式来展现出本地区的自然特色与人文景

观特征,进而展现出本住宅浓厚的人文气息和文化氛围。 

2.2 人本原则 

住宅景观环境设计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小区设

计过程中要综合分析住宅区域内各个年龄层次居民的切身

需求,特别是考虑老人的健身、休闲以及儿童的娱乐活动需

求,通过营造不同功能场所来满足居民的需求。创造出供人

游憩、观景、活动于一体的空间环境。 

2.3 生态原则 

设计坚持生态适应,此次住宅景观环境设计中坚持以本

土植物为主,外来优良树种为辅,植物配置上充分考虑植物

的生态习性,使整个住宅区当中的植被群落能可持续发展,

并且充分利用植物的生物学特性的有效功能,使其在净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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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调节当地小气候,降低噪音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从而

不断地改善生态环境,为居民创造出一个舒适宜人的绿色室

外生活空间。 

3 重归人性场所 

为能够更好地满足景观环境的基本特征,则需要对人性

空间下的居住环境进行重点分析。当设计是为了给人们带来

一种内在体验的情况下,当设计师成为一个内在者而融入本

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重归人性空间当中,做好住宅

景观设计工作。 

3.1 认识人性 

在整个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当中人是作为一个客观群

体而存在的,他们到底需求点在哪里？人需要交流,害怕孤

独；需要运动,需要坐下来静静地休息；人与水资源是密不

可分的,人喜欢采摘、喜欢捕获,人需要庇护和荫凉,需要瞭

望,去多看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事物；人需要拥有一块属于自

己的领地,需要有适当的空间；人需要安全,与此同时也想要

去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人喜欢去走一些平坦的路子,有时候

喜欢涉水、穿越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渡过一个个桥梁。在此期

间,人需要与人之间进行交流、需要恋爱、需要被人关注....

为此,需要涉及的场所都要让人性得到 大限度上的发挥。 

3.2 阅读大自然 

风、雨、雪、水是大自然的一种馈赠,植物的繁衍与动物

的运动过程,灾害的蔓延过程等等都将在大地上得到很好地

体现。为此,大地会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地方才能够生长出树

木、什么地方才能够有水源。大地亦会悄悄地告诉我们什么

样的格局和形式是 为安全和健康的,什么样的状况是危险

的。大地景观可以说是一本人文书籍,大地上的每一个小小的

足迹,建筑与城市及大地上的文理和姓名,都陈述着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爱恨情仇,人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为此,对大地

进行阅读可以说是认识大自然,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过程。 

3.3 体验生活 

切身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当地人的个

人价值观。若你不到都江堰的江边林下呆上一整天,相比你

根本就无法感受到为何成都会被人们定义为是中国 为悠

闲的一座城市；如果你不去北京坐一趟出租车,根本就理解

不了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真正内涵；如果你不去温州的

街头走一走,根本就理解不了全民皆商的真正意义。只有懂

得当地人的生活,才能够研发出符合当地人生活的人性空间

设计方案。 

3.4 聆听故事 

故事起源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及所处环境的历史条件,

为此,想要听未来住宅场所使用人讲述有关足下土地的故事,

就一定要挖地三尺,阅读那些所有与本块土地相关的自然及

人文历史,无论是实物或文字内容,由此感悟地方的精神和

思想：一种起源于本地的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内在力量,

是涉及形式背后的动力与原因,亦是涉及所要呈现的住宅景

观环境所要表达的本质属性,这样的设计是属于当地人的,

是对当地人生活历史的一种真实呈现。 

3.5 寻找童年的记忆 

几乎所有人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快乐与美好的,并且大部

分人所经历的童年都是非常有乐趣的。住宅景观环境设计中

要不断地融入一些童年的记忆,这样才能够让居住者感受到

童年的快乐时光,亦是对住宅景观环境设计的集中呈现。 

总的来讲,建造人性空间下的住宅景观一定要与自然法

则相吻合,严格遵循生态学基本原则,挖掘、赋予住宅景观的

设计理念,从而实现 大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共

同发展,力争实现“天人合一”。 

4 结束语 

本文基于人性空间思想通过沾益县卓越明郡居住小区

景观设计,为卓越明郡居住小区创建成为一个环境优美、生

态宜居、充满地域文化的居住小区提供了相应理论支撑和技

术支撑。希望今后在住宅区设计中更加关注居住区内人群的

受众需要,切实发挥设计载体,强化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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