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建设·2024 第7卷 第9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4,7(9)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7 

基于人性化理念的建筑设计研究 

高 志 

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建筑设计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既要满足人们的功能性需求，又要体现对人的关爱和尊重。人性化理念在建筑设计中的

应用，有助于提高建筑的使用价值，提升人们的居住品质，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文中将从人性化理念的角度，分析建

筑设计中的人性化原则、方法和实践，为建筑设计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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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prehensive art, architectural design should not only meet people's functional needs, but also reflect care and respect 

for them.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zation concept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helps to improve the value of building use, enhance people's 

living quality, and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principles, 

methods, and practices of humanization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za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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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设计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不仅

仅是满足人们的居住、工作、休闲等基本需求，更应关注

人的精神、情感、健康等方面的需求。人性化建筑设计旨

在创造一个舒适、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空间环境，

使人得以充分发挥潜能，实现全面发展。近年来，人性化

建筑设计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应用，但在实践中仍存

在诸多问题。因此，深入研究人性化建筑设计的原则、方

法和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1 人性化建筑设计原则 

1.1 功能性原则 

功能性是建筑设计的核心，建筑首先需要满足人们的

基本使用需求。无论是住宅、办公楼还是公共建筑，建筑

师都必须深入研究其使用者的需求，从而设计出既实用又

高效的空间。例如，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功能性设计可能

包括宽敞的教室、灵活的多功能空间以及适宜的图书馆和

实验室配置，以支持学习和研究。例如在设计医院时，功

能性则体现在清晰的分区、安静的治疗环境和便捷的家属

探访设施上。 

1.2 舒适性原则 

舒适性涉及到建筑的室内外环境、空间布局以及设施

配置等各个方面。建筑师需要考虑到人们的生理需求、心

理感受和情感状态，从而创造出宜居、宜人的建筑环境。

在室内设计中，舒适的室内温度、充足的自然光照以及良

好的通风都是关键因素。而在室外设计中，建筑师可能需

要考虑景观规划、休闲设施的布局以及防晒、防雨等设施，

以提升户外空间的舒适度
[1]
。 

1.3 安全性原则 

安全性不仅包括建筑结构的稳固和耐久，还包括防火、

防洪、抗震以及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在设计过程中，建

筑师必须确保建筑物的安全性，以保护人们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例如，高层建筑需要有严格的风力测试和地震工程

分析，以确保其在极端天气或地震发生时的结构完整性。

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安全也成为建筑设计中需要

考虑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在智能建筑和智慧城市的设计中。 

1.4 文化性性原则 

文化性原则强调建筑设计与当地文化、历史和社区的

紧密结合。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和建筑传统，

建筑师在设计时应尊重并融入这些元素，从而使建筑成为

当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在设计传统村落的一部

分时，建筑师可能会采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和技术，以保持

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而在设计文化博物馆时，则需要

运用现代手法来诠释和展示传统艺术。 

2 基于人性化理念的建筑设计方法 

2.1 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 

基于人性化理念的建筑设计方法，关注人的需求，以

人为中心，创造出符合人们生理、心理和情感需求的建筑

空间。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要求建筑师关注人的需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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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角度出发，审视建筑物的功能、形式、空间等方面。

这种方法强调人与建筑的互动关系，关注人们在建筑空间中

的体验。在设计过程中，建筑师应充分考虑人的生理、心理

和情感需求，力求创造出舒适、安全、愉悦的建筑环境。 

首先，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关注建筑的功能性。建筑

物的设计应满足人们的实际使用需求，如居住、工作、休

闲等。建筑师需要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

以便设计出既实用又便捷的空间布局。例如，在住宅设计

中，建筑师可通过合理规划室内空间，设置宽敞的客厅、

舒适的卧室、功能齐全的厨房和卫生间等，以满足居民的

生活需求。 

其次，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强调建筑的形式美。建筑

物的外观和内部空间应具有美感，能够愉悦人们的身心。

建筑师需要具备良好的审美素养，运用线条、色彩、材质

等元素，创造出富有艺术感和个性化的建筑形象。同时，

建筑的形式美还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体现出对自然和文

化的尊重，此外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关注建筑的空间感受。

建筑空间应能够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给予人们安全、舒

适、愉悦的感受。建筑师需要巧妙地运用空间布局、采光、

通风等手段，创造出具有良好氛围的建筑环境。例如，在

公共建筑中，建筑师可通过设置开放式的休息区、景观阳

台等空间，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感受到放松和愉悦
[2]
。 

最后，人性化理念的建筑设计方法还强调建筑的可持

续性。建筑师需要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建筑的节能、环保、

生态等方面，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提高建筑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例如，运用绿色建筑技术，如太阳能利用、

绿色植被覆盖、雨水收集等，使建筑物在满足人们需求的

同时，减少对资源的消耗。 

2.2 精细化设计方法 

精细化设计方法要求建筑师在设计过程中注重细节

处理，充分体现建筑物的美感、功能性和人性化。设计师

通过对建筑细部的精心设计，提升建筑的整体品质。在人

性化理念的建筑设计中，精细化设计方法要求建筑师在设

计过程中关注每一个细节，从而使得建筑物不仅外观美观，

同时具有功能性与人性化。精细化设计方法的核心在于对建

筑细部的精心处理，通过细节的设计提升建筑的整体品质。 

在建筑设计中，建筑师需要充分考虑建筑的外观和内

部空间的设计，使之形成一种和谐统一的整体美。这需要

建筑师对建筑的线条、色彩、材质等方面进行精细的设计，

使得建筑物的外观和内部空间都能够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在建筑的功能性方面设计过程中，建筑师需要充分考虑建

筑物的使用功能，使之能够满足人们的使用需求。这需要

建筑师对建筑的空间布局、交通流线、照明等方面进行精

细的设计，使得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提供舒适、便捷

的环境。在建筑设计中，建筑师需要充分考虑人们的生理

和心理需求，使之能够在使用过程中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这需要建筑师对建筑的室内外环境、景观配置、公共空间

等方面进行精细的设计，使得建筑物能够提供安全、舒适、

愉悦的使用体验。 

2.3 绿色建筑设计方法 

绿色建筑设计方法是注重建筑物与环境和谐共生的

设计理念，主张通过绿色技术、绿色材料和绿色能源等方

面的应用，降低建筑物对环境的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绿色建筑设计中，绿色技术主要包括节能技术、环

保技术和生态技术等。节能技术旨在降低建筑物的能耗，

例如采用高效节能的空调、照明和家电设备，以及利用太

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环保技术则关注建筑物在施工

和运营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例如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的建筑材料，减少施工过程中的粉尘和噪声污

染。生态技术则注重建筑物与周边生态环境的互动，例如

采用绿色屋顶、绿色墙体和雨水收集系统，提高建筑物与

自然的融合度。 

绿色材料是指在原料采集、生产加工、使用和废弃处

理等环节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材料。例如，可再生材料如木

材、竹材和麻材等材料可以替代传统的化石燃料和塑料等

材料，降低建筑物的碳足迹
[3]
。此外，绿色材料还包括具

有高保温性能的玻璃、隔热材料和吸音材料等材料可以提

高建筑物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绿色建筑设计方法

强调人性化理念，旨在为用户提供舒适、健康和便捷的居

住环境。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现人性化绿色建筑设计的关键。

例如，通过合理布局室内空间，提高室内采光和通风效果，

使室内环境更加宜居。此外，绿色建筑设计还注重提高建

筑物的智能化水平，通过运用智能家居、智能安防和智能

节能等技术，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和环保的生活体验。 

3 人性化理念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3.1 建筑环境设计 

在建筑设计中，基于舒适人文理念打造宜居生态建筑，

不仅要保证建筑内部空间的合理性与功能性，还要确保建

筑感官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与城市背景相融合。 

（1）建筑环境绿化建设的要求普遍提升。绿化是优

化建筑环境的一个必备元素，也是建筑使用者普遍关心的

问题。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建筑设施周边绿

化面积达到一定范围，以满足人们对绿色生态环境的需求。

通过增加绿化面积，不仅可以提高建筑环境的舒适度，还

可以起到净化空气、降低噪音、调节气温等作用，让人们

在繁忙的城市生活中感受到自然的美好。 

（2）建筑朝向问题也需要重点考虑。在建筑设计中，

要充分了解大众的居住诉求，保证建筑在后期使用中阳光

的辐射覆盖范围。合理的建筑朝向可以确保室内光照充足，

为居住者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此外，阳光的辐射范围还

可以影响建筑内部的温度分布，进而影响人们的居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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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需要充分考虑建筑的

朝向问题，以满足人们对光照和舒适度的需求。 

（3）建筑设计中还需要考虑到人的出行问题。建筑

物周边的道路设施应当合理规划扩写，以方便人们的出行。

合理的交通规划可以缓解交通拥堵，提高人们的出行效率，

保障交通安全。同时，良好的交通设施还可以促进建筑物

与城市背景的融合，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 

在建筑设计中，人性化理念的体现还包括建筑内部空

间的设计。建筑内部空间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功能性需求，

还要考虑人们的舒适度和心理健康。例如，合理的空间布

局可以提高室内空间的利用效率，而宽敞明亮的公共区域

可以提供人们休闲交流的空间，增进人际关系
[4]
。此外，

建筑内部空间的设计还应注重隐私保护，为居住者创造一

个安静、舒适的居住环境。 

3.2 建筑结构优化 

设计人员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必须将整体安全性和稳

定性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在设计方案中，应对以往结构设

计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深入分析，以避免不合理的设计

方案和不明确的结构设置，这些问题可能导致建筑功能无

法得到有效发挥。建筑结构设计的核心在于户型设计，为

了充分发挥空间效益，设计人员应当从人的实际需求出发，

同时注重舒适性和设计针对性。 

合理的户型设计对于空间的利用至关重要。不良的户

型设计可能导致空间功能无法全面发挥，甚至造成空间浪

费。随着建筑设计中可选择的户型日益多样化，以及建筑

工程面积大小和人们对建筑使用要求的差异化，内部空间

设计变得更为复杂。为了提高建筑结构的整体设计效果，

需要对内部空间进行精细划分和规划。设计人员应当从人

的行为和需求出发，充分考虑空间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每

个空间元素，如房间、走廊、楼梯等，都应根据其功能和

人们的使用需求进行合理布局。同时，还应充分考虑空间

的灵活性和可变性，以适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和需求。此外，

设计人员还应注重空间的连接和过渡，以及空间与自然环

境的融合，以创造一个既实用又舒适的空间环境。 

在进行户型设计时，设计人员还应充分考虑建筑的经

济性和可持续性。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应尽量减少资

源的浪费，提高建筑的经济效益。此外，设计人员还应关

注建筑的可持续性，如节能、环保、低碳等，以实现建筑

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总的来说，建筑结构设计是一个复杂

而精细的过程，需要设计人员充分考虑建筑的安全性、功

能性、舒适性、经济性和可持续性等多方面因素，才能创

造出既实用又美观的建筑作品。 

3.3 建筑空间布局 

建筑的保温除湿效果对于打造生态宜居建筑至关重

要，而居住者的感官体验则是衡量效果的关键指标。为了

满足这一要求，合理的采光设计是必不可少的。通过科学

合理的采光设计，可以保证建筑空间内部达到理想的保温

效果。此外，还需要结合光源摄入方向进行家具布置，以

营造出舒适的光环境。 

在建筑的保温除湿效果方面，窗户以及围护结构的布

置也至关重要。设计人员需要对这些部分进行优化，以确

保建筑内部空间布局的完整性和舒适性。同时，如果建

筑周边高层建筑物过多，就需要合理控制建筑间距，以

避免低层建筑保温性能较差的问题。此外，照明系统的

配置也应当结合空间内部各功能分区来进行，以满足居

住者的需求。 

在考虑建筑的声环境问题时，降低噪声污染是设计人

员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噪声污染不仅会影响居住者的生

活质量，还可能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在建筑设计中，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降低噪声污染，例

如采用隔音材料、设置隔音墙。除了降低噪声污染外，设

计人员还需要关注建筑的通风问题
[5]
。良好的通风设计可

以保证建筑内部空气质量，提高居住者的舒适度。为此，

设计人员需要充分考虑建筑的朝向、窗户布局等因素，以

确保室内外空气的流通。 

4 结语 

人性化理念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建筑的

使用价值，提升人们的居住品质，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

生。建筑师要在设计中遵循人性化原则，运用人性化设计

方法和方法，关注人们在建筑空间中的需求和体验，为人

们创造宜居、舒适、安全的建筑环境。同时，要注重建筑

物的可持续性，实现建筑物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在未来建

筑设计的发展中，人性化理念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人

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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