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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住宅区环境艺术设计的复杂性较强,不仅涉及到建筑学知识,还包含美学、生态学等多方面内

容。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优化,对住宅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环境艺术设计需要考虑的内容有所增

多,设计人员需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从人、经济、环境、技术等几方面展开综合分析。本文将对

住宅区的环境艺术设计实行分析探讨,通过案例掌握环境艺术设计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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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设计行业得到

了较快发展,但在住宅区环境艺术设计

上,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很多体系还不完

善,设计理念、技术等均存在一些问题,

住宅建筑与环境间的协调性不足。因此,

有必要加大对住宅区环境艺术设计的研

究力度,明确设计思路,并根据时代特征

探究科学有效的实施路径,以优化环境

艺术设计水平,构建良好的住宅空间。 

1 现代住宅小区环境艺术设计

概述 

住宅区环境艺术设计中包含较多知

识内容,如美学、心理学、园林绿化、建

筑学、装饰艺术等,需要这些知识间的融

会贯通,提高设计质量。在环境艺术设计

中,一方面借助二维图纸和三维空间的

融合应用,利用节奏、韵律、对比等表现

形式凸显设计效果。另一方面从人文性

和经济性角度展开分析,考虑到美学规

律及人们心理需求,合理规划空间环境

属性,实现建筑、环境、人三者间的协调

发展。住宅区环境艺术设计不单单是开

展建筑内外结构的科学规划和处理,更

是以舒适性、宜居性为基础,参照实际情

况开展个性化设计的关键,在满足人们

日常生活需求的同时,凸显艺术性、文化

性特征,为城市空间规划、绿色建筑目标

的达成奠定基础。 

2 现代住宅小区环境艺术设计

思路 

2.1统一性 

设计风格上的和谐统一,能够彰显

区域完整性、协调性,给人良好的感官体

验,达到住宅区环境艺术设计目标。和谐

统一的落实,需要在城市规划要求基础

上进行,满足城市规划具体要求,降低突

兀性,这样既能凸显设计内容的美观性

和实用性,又可以为建筑、人、环境三者

协调发展贡献力量。另外,住宅区环境艺

术设计还应融入文化内容,彰显独特性

特征。以立面设计为例,一般是采用简洁

明快的线条及绿色材料实现个性化设计

目标,以此降低外界对结构及材料带来

的影响,避免渗漏、裂缝等问题的产生。

同时设计中充分考虑建筑所在区域的地

形地势结构特征、考虑水文及气候变化

趋势,合理规划景观环境,满足人们的审

美需求。 

2.2人性化 

人性化要求在住宅区环境艺术设计

中,从人的需求角度展开思考和分析,提

高住宅区的宜居性、便利性和舒适性。

如考虑到老人与儿童活动需求,开展住

宅区绿化规划,科学栽植绿色植物,规划

活动空间及活动设施,并选用防滑、防碰

撞设施,减少伤害的产生。在区域内设置

清晰指示标志,为老人和儿童提供科学

引导。设计中也应融入生态理念,科学规

划交通和休闲空间,做到人车分流,降低

车辆进出对行人带来的影响,减小污染

系数。休闲空间要保证开放性和安全性,

且做好分隔处理,减少车辆进出存在的

不安全隐患,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且在细

节上实施无障碍设计。例如在斜坡和台

阶上放置不同高度,以帮助不同年龄或

身体残疾的人上下使用,注意绿色座椅

的位置,起到自然遮阳和避雨的作用,并

特别注意公共厕所、灯具、防滑等设计。

通过不同的路面材料和高度变化,为轮

椅预留充足的旅行和回旋空间。 

3 现代住宅小区环境艺术设计

具体实施 

3.1平面布局 

住宅区环境艺术设计中,环境景观

的科学布局是非常重要的,需要设计人

员开展平面布局规划工作,选择合适的

布局方式,实现自然景观的科学布置和

规划。常见的环境景观平面布局方式有

以下三种： 

一是规则布局。以几何图形构成满

足景观布局要求,在设计中可利用正方

形、圆形、矩形、弧形等几何图形结构,

将建筑与景观连接起来,削弱独立设计

带来的影响。如在花坛或水池设计中,

可在边缘位置以几何图案组成一些景

观小品,这既能起到良好的烘托效果,

也能凸显人造景观美感。对于规则式的

景观布局来说,通常在轴线的方向上形

成对称与平衡感,烘托出庄重、严肃的

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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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自然布局。利用建筑所在区域

的自然地形地势特征进行布局规划,借

助高低错落有致的地形起伏,凸显景观

环境的层次性和节奏感,完善景观效果。

如可结合地势变化栽植和搭配不同类型

植物,或采用自然丛林的生长方式,灌木

和散落的复株、单株相结合的构成方式,

划分景观空间,使景观环境呈现出朴素、

自然的形式美。 

三是混合布局。该方法是上述两种

形式的有效融合,是根据区域特征及建

筑功能要求,以自然和规整式的设计手

法展开环境景观规划布局的一种方式,

能够将人工和自然处理有效结合起来,

做到建筑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增强景观

生动性和美观性。 

3.2空间处理 

空间处理可从三方面展开考量,即

构成、对比和渗透。 

(1)空间构成 

在空间构成上,一种是以院落层次

设计方式完成景观和建筑的融合,这需

要设计者将景观予以科学组成和排列,

有效控制空间占比,注重设计合理性。一

种是以广场空间组合形式实现与建筑的

有效融合,增强设计的效果。 

(2)空间对比 

住宅区环境艺术设计中,景观环境

的形态和视觉关系会根据住宅区特点及

所在区域特征发生一定的改变,所以在

环境景观空间规划设计中,应从形态、视

觉关系两方面展开思考和分析。在景观

形态上,需要处理好景观大小、方圆等参

数关系,维护景观间的呼应效果,增强层

次性。在视觉关系调整上,以开放和封闭

状态下,景观间的差异性展开分析探讨,

科学选择植物种类,明确景观要点,划分

景观主次,提升视觉美感。 

(3)空间渗透 

空间渗透分为实物渗透和空间渗透

两部分。实物渗透指的是利用阳台、窗

户等实体结构完成景观渗透效果,将自

然景观与建筑内部空间结合起来,突显

建筑生态性,给人不同的感官体验。空间

渗透是室内外空间的渗透处理,可采取

中庭设计、过渡设计等方式完成室内外

空间的有效衔接,以增强建筑与环境衔

接的紧密性。 

4 小区环境艺术设计实例解析 

以某地中海新古典主义的住宅区为

例,设计核心理念为凸显新古典主义特

征,这要求对园林构筑物实行科学规划

和调整。具体设计内容为： 

(1)平面布局 

设计中以水系连接来凸显区域线条

美感,并做到区域整体性的衔接。道路、

绿色景观布局上,采用新型绿色材料满

足建筑要求,凸显其高端大气特征的同

时,不忘与自然间的协调处理。 

(2)住宅区绿地规划 

该住宅建筑群内,每栋别墅区前面

均规划出一小块花园绿地,做好对其规

划设计,合理搭配绿色植物和建筑小品,

为人们营造一个小型生态区,为人们休

闲和运动提供更加健康的场所。在这个

美丽的“图案”中,人们可以在爬满攀缘

植物的小型藤架上劳作,也能在特色铺

装小型水景广场旁边的长椅中长憩,还

有葱郁的小草坪供孩子们玩耍,形成生

动多彩的生活画面。 

(3)水系设计 

水系设计中,坚持小溪汇入河流的

理念,结合流向特征进行科学规划,形成

一个较为完善的生态水系系统。在水系

上设置亭桥结构,便于人们休息驻足。本

项目主要采用自然驳岸,这样水系深度

浅,使施工操作更为方便,且有一定的安

全保障。同时溪流和中央大型水系的修

建会使整个小区更加生动,更有生气。 

(4)道路规划 

鉴于住宅区高端大气的特征,居住

人们出行多是以私家车为主,且数量较

多,所以在道路规划上应做好人车分流,

将车行道和人行道分开处理,设置安全

保护措施,减少车辆通行对行人的影响。

按照整体结构特征设置临时停车位及专

用停车区,避免车辆私自乱放产生杂乱

感,确保环境的整洁。 

(5)景观植物 

景观植物的选择需结合所在区域环

境气候特征展开细致研究和确定。本项

目所在区域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温度适宜,比较适合常绿阔叶类植物的

栽植。为凸显景观层次感,植物栽植中可

根据地势特点展开科学规划,并配以花

卉、乔木等突显景观美观性。另外,景观

植物选择上,可选择观赏类较强的植物,

为居民提供较好的视觉体验。 

5 结束语 

住宅区环境艺术设计需要考虑内

容较多,设计者应该从全面性、综合性

角度展开分析探讨,并对建筑形态、景

观植物实行科学搭配和调整,以此提升

环境艺术设计水平,构建宜居的生态绿

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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