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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街道空间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其营造的氛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居民的身心健

康与生活质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如何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提升公共空间的使用体验成为

了一项重要课题。本文旨在延续历史街区的传统风貌,通过探讨设计心理学六项原则在历史街道中的实

际应用,以长山路历史街道为例,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设计策略。这些策略不仅考虑到空间布局和

功能性,还强调人们的情感体验与心理感受,以优化长山路的景观环境。通过结合设计心理学的相关理论,

力求在增强游客参与感和满意度的同时,促进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为创建更加和谐宜人的城市街道

空间提供可行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推动街道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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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street space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residents' daily life, and the atmosphere it create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s resi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life quality.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how to protec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while improving the use experience of public 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is paper aims to continue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the historical district, through discuss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ix principles of design psychology in the historical street, taking the historical street 

of Changshan Road as an example,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targeted design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not 

on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spatial layout and functionality, but also emphasize people's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psychological feelings to optimize the landscape environment of Changshan Road. By combin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design psychology, we strive to enhance tourists'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satisfaction while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ulture. It provides feasibl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reating a more harmonious and pleasant urban street space, and promo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ree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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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街道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长山路街道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人文价值,被列入

新增历史文化街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历史街区风貌均遭

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同时随着城市棚户区改造,居民流失,老

旧居住建筑空置,城市空心化严重,长山路逐渐失去了其独特魅

力。设计心理学作为一种以人类心理为基础的设计理论,为历史

街道景观设计提供了新的视角[2]。 

1 设计心理学概述 

设计心理学是艺术设计学与心理学融合在一起的综合学

科。设计心理学作为设计专业的理论基础,在心理认知、设计元

素与空间环境三者的相互作用下,通过设计把人们对于空间环

境的感知、情感以及行为反应的心理需求表现出来,从而研究人

们在设计创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以及人们所产生的

心理反应将反作用于设计过程,由此创造出更具吸引力、功能性

和人性化的设计。 

将设计心理学运用在长山路历史街道设计中,能够更加贴

合附近居民以及外来游客的需求。在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同时,

注重营造出适应当地文化特色的环境,给使用人群提供多种体

验和探索的机会。 

2 设计心理学六原则在历史街道景观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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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心理学的六大原则——概念模式、预设用途、匹配、可

视性、反馈和限制,能够显著提升历史街道景观设计的用户体验

与文化价值。下面将详细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街道设计中的具

体应用。 

2.1概念模式 

在设计心理学中,概念模式是个体理解和处理信息的心理

框架。它使人们依据先前经历快速预测和理解设计,减轻认知负

担,提升效率。设计匹配用户概念模式时,信息组织获取更便捷,

界面更直观,增强用户体验及满意度。 

在历史街道设计中,使用人们熟悉的设计元素与布局能够

有效地帮助用户快速理解所处的环境。例如,设计街道以模仿传

统市场或步行街的形式,能够激发人们对这些空间的心理认知,

使游客更容易适应并享受周围的环境[8]。 

2.2预设用途 

设计心理学领域中,“预设用途”指使用者基于经验对设计

功能的预测理解。新设计应满足这些预期以提高直观性和效率。

若实际功能与预设不符,可能导致误用或挫折感,影响体验。因

此,设计需尽量符合用户预期。 

历史街道设计需考虑使用人群预设用途,通过满足休闲、购

物、学习历史等期待优化布局功能。增加步行道、舒适座椅、明

确指示标识等可提升体验,满足多样需求,保护历史建筑,增强

文化认同,提升街道吸引力和使用效率。 

2.3匹配 

匹配是基于特定标准对不同对象进行比较配对的过程,揭

示相似与差异,为分析奠基。在数据分析中,匹配方法广用,确保

数据可比性。如随机对照试验中,匹配样本可控外部变量干扰,

提升实验结果可信度。 

历史街道设计中,采用与历史背景相符的建筑风格、材料和

景观元素,可以更好满足用户的审美需求,提升历史文化的沉浸

体验。这需要关注当地文化的独特特征,通过视觉元素和空间布

局来激发人们对历史的回忆和情感上的共鸣[1]。 

2.4可视性 

可视性指环境中系统或对象的可辨别程度及观察能力。良

好可视性助力人们快速识别问题、决策并采取行动。设计清晰

直观界面,运用图标、色彩和布局等有效视觉提示,可显著提升

可视性,改善使用者体验及效率。 

历史街道设计中,合理布置标识、照明及空间布局,便于行

人识别关键信息和活动区域。如在交叉口设明显指示牌,可助游

客迅速定位重要地标及服务设施,确保行人方便导航,提升街道

使用体验[4]。 

2.5反馈 

反馈可以来源于多种渠道,通过分析反馈意见,识别出影响

研究成果的关键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方法的修正和理

论框架的完善。 

历史街道设计中,融入互动导览系统和数字信息屏幕,可以

为用户提供及时的反馈。当游客在某个景点停留时,信息屏幕能

够展示相关的历史故事或推荐附近的活动,这不仅增强了用户

的参与感,还能提升他们的游览体验。 

2.6限制 

限制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影响结果或普遍性的因素。这

些限制可以归纳为多个方面,例如样本选择的偏差、实验设计的

局限性、数据收集方法的不足等。 

历史街道设计中,精心规划自然边界和空间限制可引导用

户行为,避免拥挤混乱。植物配置、围栏或路面材料变化能清晰

划分活动区域和行走路径,创造安全舒适环境,并自然引导用户

沿预定方向移动。 

综上所述,将设计心理学的六大原则有效融入历史街道的

景观设计中,能够创造出兼具历史文化深度与现代使用需求的

公共空间。这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不仅能够提升用户的整体

体验,还能够促进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播。 

3 长山路历史街道概况 

3.1区位 

长山路历史街道位于青岛市市北区,是青岛历史文化街区

的核心保护对象之一。该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海陆交通十

分便利。西侧毗邻青岛国际邮轮母港,距青岛火车站仅三公里,

附近的泰山路地铁站也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

社区内部配套设施齐全,基础设施完善,周边则紧靠台东商业

街及市北中央商务区,这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7]。 

长山路历史街区的建筑遗产主要集中在铁山路和小鲍岛两

个社区,是小鲍岛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历史遗迹。这些建筑主要

采用了里院建筑风格,展现了独特的历史美学。该区域特色在于

建筑形式与历史时期的混合,街区内同时存在日占时期和新中

国成立后以及现代建筑。相较于大鲍岛等核心历史街区,长山路

街区的关注度显得不足[9]。 

近年来,长山路历史街区逐渐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根据

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该区域的具体边界位于商河路、包头路

和乐陵路之间。在《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中,长山路被确定为新的历史文化街区,并对规划成果提出了进

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建议。 

3.2历史沿革 

长山路一带曾被称为“小鲍岛”,这一名称源自于明代位于

当代黄台路附近的一个村庄。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区的发展停

滞不前。小鲍岛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几个重要阶段。在德国

占领的初期,德军将青岛划分为八个不同的区域,其中就包括

长山路周边的地区。1901年,胶济铁路的通车标志着海莺街与

涵闸街的建设由此展开,为如今的街道布局奠定了基础。在日

本占领时期,1914年日本侵略者开始大规模建设,推崇商业居

住型建筑,形成了许多前店后居的商铺,并使小鲍岛区域规模

扩张,部分道路如淄川路和邹平路在此期间成型。在北洋政府

统治时期,由于与日本商人的激烈竞争,地区发展停滞,人口

增长缓慢。相比之下,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治理下,贸易活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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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加,逐渐形成了以主要港口为中心的重要经济区域。因此,

小鲍岛的人口迅速增加,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其发展水平与中山

路相当[6]。 

 

图1 街道概况 来源于作者 

3.3现状分析 

长山路历史街区延续了青岛街区的小尺度特点,体现在多

样化的建筑形式中,这些形式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集体住

宅和宿舍,同时也保留了日军占领期间的庭院建筑及独立别墅。

屋顶类型多样,包括平屋顶和坡屋顶。街区的空间通过道路分割

成独立的组合形态,层级清晰,街道空间格局合理。 

 

图2 街道肌理 来源于作者 

该街道的商业和住宅特色鲜明,但在改革开放后,街道的原

有肌理已大不如前。因此,如何在振兴该地区的同时保留其居住

特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经过对长山路街道进行反复调研,

其独特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边缘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边

缘性使得历史特征的保护工作未能得到充分关注,从而导致了

历史价值的逐渐流失。例如在21世纪初进行的棚户区改造和科

技街改造,对小鲍岛风貌造成了破坏。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差

异化发展又造就了该街区独特的多样化建筑类型组合。这些建

筑风格包括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日式的联排别墅以及现代住宅

等[5]。 

因此历史边缘性和多样化建筑风格反映了青岛的历史价值,

亟需探索如何保护和延续居住特色。 

4 基于设计心理学的长山路历史街道设计策略 

长山路历史街道的设计策略应充分借鉴设计心理学六原则,

重点考虑色彩、植物、空间尺度和街区文化等因素,以提升使用

者的情感体验和归属感。 

4.1色彩设计 

在长山路历史街道设计中,色彩运用对使用人群情感和行

为至关重要。设计心理学显示,颜色能吸引视觉并激发情感,如

暖色调(橙色、黄色)增进幸福感,促进互动；冷色调(蓝色、绿

色)营造宁静氛围。合理色彩配置可打造符合历史氛围的空间,

吸引游客深入探索历史文化。实施时,需考虑色彩对心理的影响,

并与环境及建筑风格协调,以增强游客体验感和归属感。因此,

在长山路历史街道设计中,色彩不仅是美学元素,更是影响游客

情感和行为的关键因素[3]。 

4.2植物设计 

植物在美化环境的同时,对提升心理舒适度至关重要。心理

学研究显示,自然元素能显著改善情绪,减轻焦虑。在长山路历

史街道设计中,应重视植物的功能与美学,布置多样绿植与花坛,

为空间增添活力,并提供休憩阴凉之地。同时,结合青岛季风性

气候,选用本土植物,不仅能增强街道的自然氛围与居民归属感,

还能提升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和责任感,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这样的设计策略,既美化环境,又兼顾生态与人文需求。 

4.3空间尺度 

空间尺度的设计直接影响使用者的舒适感与心理感知。根

据设计心理学适宜的空间比例可以使人感到放松,而过于狭

窄或过于宽阔的空间可能引发不适感。在长山路历史街道的

布局中,应充分考虑空间的尺度,创造开放、流畅的人行道与

社交区,既可以促进人流的互动,也能让行人在空间中感受到

舒适。可以采用渐进式的空间扩展策略,使空间从街道入口逐

渐打开,增强视觉上的纵深感,鼓励人们的探索欲,进而提升

整体的体验感。 

4.4街区文化 

历史文化是长山路街道的核心要素,文化植入能增强游客

与居民的认同感。设计心理学指出,文化元素与环境融合可激发

情感共鸣。街道设计中,应融入地方历史故事、传统工艺及象征

性艺术作品,营造独特文化氛围。同时,设置互动文化展示区,

鼓励访客参与体验,增进文化理解,培养居民归属感。此举不仅

打造公共空间,更构建记忆与文化交融的社区环境,让长山路街

道成为承载深厚文化底蕴与社区情感的场所[10]。 

5 结论 

长山路历史街道的景观设计,依据设计心理学原理,旨在打

造舒适友好的公共空间,融合历史文化与提升体验。运用六项设

计心理学原则,识别影响人们感受的因素,制定设计策略。未来

设计需重视心理体验,结合文化背景与社会功能,满足功能需求

同时激发情感共鸣,增强归属感。科学设计使长山路焕发新生,

成为城市生活关键。此设计理念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可持续

发展搭建桥梁,为历史街道未来探索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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