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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让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人们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了满足，对于健

康生活和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风景园林的设计就是为了能够有效提高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所以

在风景园林的设计中，要充分地体现人性化的理念，将保护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目的贯穿在设计的始终，真正地符合

人们心中对生存的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分析了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供相关部门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人性化理念；风景园林；园林设计；应用；措施 

DOI：10.33142/ect.v2i5.12176  中图分类号：TU986.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zation Concept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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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quality of 

life. People have not only been satisfied economically, but also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healthy living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desig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and meet their living needs. 

Therefore, in the desig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he concept of humanization should be fully reflected, and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should be integrated throughout the design, truly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ir hearts.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zation concept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is analyzed for reference by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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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代社会，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环境保护

意识的提高，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愈发受

到关注与重视。风景园林作为城市中的绿色空间，不仅承

载着人们休闲娱乐、健身运动的功能，更承担着连接人与

自然、增强城市品质的使命。因此，将人性化理念融入风

景园林设计，不仅可以提升园林空间的使用体验和美学品

质，还可以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本

文将探讨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策略，从重

视细节、融合个性化标识、关注区域特色等方面展开讨论，

旨在为提升风景园林设计水平、打造更加宜人、宜居的城

市绿色空间提供参考与启示。 

1 风景园林设计中融入人性化理念的价值体现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融入人性化理念，体现了设计的深

度和广度，使得设计更加贴近人们的需求和情感。首先，

人性化设计能够提升空间的舒适性和宜居性，创造出令人

愉悦和放松的环境，使人们在其中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与

安逸。其次，通过考虑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设计

出更加便利和实用的景观设施和空间布局，提升了空间的

功能性和可用性，使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自然的美好。

此外，人性化设计还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使其对设

计产生情感认同和归属感，从而增强了人们对环境的保护

意识和责任感，促进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因此，

人性化理念的融入不仅能够提升设计的品质和水平，更能

够为人们创造出更加美好、舒适和具有价值的生活空间。 

2 风景园林设计中对人性化理念融合运用遵循

的原则 

2.1 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相融合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将历史文化与现代相融合是融合

人性化理念的重要原则之一。这一原则体现了对文化传承

和历史积淀的尊重，同时也展示了设计的创新和发展。通

过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法相结合，可以在设计中

赋予空间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情感表达，从而增强了人们对

环境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这种融合运用不仅能够传承和

弘扬当地的历史文化，更能够满足现代人们对于文化品质

和审美品位的需求，使设计更具有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 

2.2 将功能性和审美性进行有效融合 

将功能性和审美性进行有效融合体现了设计的全面

性和综合性，旨在创造出既实用又美观的环境。功能性是

指设计满足人们实际需求和使用功能的能力，而审美性则

是指设计的美感和艺术性。有效融合功能性和审美性，意

味着设计要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注重空间的美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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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设计既能够实现预期的功能目标，又能够带来愉悦和舒

适的感受
[1]
。这种融合运用要求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充分

考虑使用者的需求和体验，将功能性的布局和结构与审美

性的形式和风格相结合，使设计既具有实用性又具有艺术

性，从而提升了人们对空间的感知和体验。 

3 当前园林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3.1 缺少个性化元素 

在当前的园林设计实践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缺少个

性化元素。许多园林设计作品在设计理念和风格上缺乏独

特性和个性化特点，呈现出一种相似性和模板化的状态。

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设计者缺乏对当地文化、历史和环境

的深入理解，导致设计缺乏独特的地域特色和个性化的表

现。另外，一些设计师可能过于追求流行趋势或标准化的

设计模式，而忽视了对场地特征和使用者需求的深入挖掘

和思考，导致设计缺乏个性化和定制化的特点。这种缺乏

个性化元素的园林设计不仅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情感

认同，也无法充分满足使用者的实际需求和体验。 

3.2 缺乏与环境的融合 

在当前的园林设计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缺乏与环境

的融合。这意味着一些园林设计并未充分考虑周围自然环

境的特点和要求，在设计过程中缺乏对环境的敏感性和尊

重，导致了与周围环境不协调或不和谐的情况出现。环境

是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包括了自然环境，还

包括了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然而，在一些园

林设计中，设计者往往更注重对园林的美观和功能性，而

忽视了与周围环境的融合。这种缺乏对环境的综合考虑，

可能导致园林设计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破坏了原有的生

态系统和生态平衡，降低了园林的生态价值和可持续性。

例如，在城市园林设计中，由于设计者追求新颖和独特的

设计理念，常常忽视了城市环境的特点和要求，导致了园

林与城市周围的建筑、道路、交通等元素不协调，影响了

城市景观的整体效果和品质。在乡村园林设计中，设计者

可能忽视了当地的自然风貌和文化传统，导致了园林与乡

村环境的脱节，破坏了乡村的原有风貌和生活方式。 

3.3 忽视用户体验 

在当前的一些园林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用户的需求、

偏好和行为习惯，导致设计结果与用户的期望和实际需求

不相符，影响了用户在园林中的舒适度和满意度。园林设

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舒适、愉悦和具有吸引力的

环境，让用户能够在其中感受到愉悦和放松。然而，在一

些园林设计中，设计者往往更注重对园林的美学和功能性，

而忽视了用户的感受和体验。这可能表现为设计中缺乏人

性化的考虑，如座椅设置不合理、路径设计不便捷、景观

布局单调乏味等，导致用户在园林中的体验不佳
[2]
。例如，

在公共园林中，设计者可能过于强调景观的观赏性，而忽

视了用户在其中的活动需求和社交需求，导致了园林的功

能性不足和使用效率低下。在商业园林中，设计者可能过

分追求独特和奇特的设计理念，而忽视了用户的舒适和便

利，导致了园林的商业价值和吸引力下降。 

4 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4.1 重视风景园林设计中的细节部分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重视细节部分是应用人性化理念

的重要策略之一。细节在设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们不仅仅是构成整体设计的组成部分，更是直接影响人

们感知和体验的关键因素。首先，设计师应该注重每一个

细微之处，从植物的选择到景观元素的布置，从材料的质

感到色彩的搭配，每一个细节都应该经过精心考虑和设计。

这样做可以确保每一个细节都与整体设计风格相协调，为

人们营造出统一、和谐的视觉效果。其次，细节设计需要

紧密关注使用者的需求和体验。设计师应该深入了解人们

的行为习惯、活动方式以及审美观念，以确保设计不仅美

观，还能够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例如，在座椅的设计上

考虑到人体工程学原理，为人们提供舒适的坐姿；在景观

路径的规划上留出足够的空间，方便行人的通行。此外，

细节设计还需要注重功能性和实用性。设计师应该确保每

一个细节都具有实际的功能，并能够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

利和舒适。例如，设置智能照明系统以提升夜间的安全性

和美观度；合理设置庭院景观，增加户外活动的乐趣和舒

适度。最后，细节设计也需要注重技术和工艺的精湛。设

计师应该与专业的施工团队紧密合作，确保每一个细节都

能够被精确实现，并保持长久的美观和品质。这包括材料

的选择、施工工艺的把控以及后期的养护管理等方面。 

4.2 真正做到满足人们的多样性需求 

人们对于环境的需求和喜好各不相同，因此设计师需

要充分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和偏好，以确保设计能够为多

样化的用户群体提供满意的体验。首先，设计师应该进行

深入的调研和分析，了解目标用户群体的特点和需求。这

包括年龄、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方面的考虑，

以便针对不同群体提供相应的设计方案。其次，设计师需

要灵活运用不同的设计手法和元素，以满足用户群体的多

样性需求。这可能涉及到景观元素的选择、空间布局的设

计、功能设施的设置等方面。比如，在设计公共休闲空间

时，可以设置多种不同类型的座椅和休息区域，以适应不

同人群的休息习惯和需求
[3]
。此外，设计师还应该注重创

新和个性化，为用户提供独特的体验和感受。通过创新的

设计理念和独特的景观元素，设计师可以为用户带来更加

丰富和有趣的体验，增强设计的吸引力和亲和力。最后，

设计师需要与用户进行密切的沟通和互动，收集用户的反

馈和建议，并及时调整设计方案。这有助于设计师更好地

了解用户的需求和偏好，不断优化和完善设计，确保设计

能够真正满足用户的多样性需求。 

4.3 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在园林设计中充分体现 

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在园林设计中充分体现是

实现人性化理念的重要策略之一。这一理念强调了人与自

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旨在创造出既能够满足人们需求，

又能够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设计作品。首先，园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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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应该充分尊重自然环境，遵循自然规律，尽可能地保留和

保护现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系统。在设计中应该尽量减少对

自然的破坏和干扰，尽量保留植被、地形和水体等自然要素，

以保持场地的原生态特征。其次，园林设计应该注重人与自

然的互动和融合。通过合理布局景观元素和空间结构，创造

出人们与自然亲近的场所和体验，使人们能够在自然环境中

感受到愉悦和放松。例如，设计可以设置自然散步道、观景

台、湖畔草坪等休闲空间，为人们提供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

会。此外，园林设计还应该注重生态可持续性，促进人与自

然的协同发展。通过采用生态友好的设计手法和材料，加强

植被的绿化和水体的治理，提升空间的生态功能和环境质量，

为人们创造出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最后，园林设计师应

该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意识，促进人们与自

然的和谐互动。通过景观设计中融入自然教育和环境保护的

元素，引导人们增强对自然的认识和关注，培养人们保护自

然的责任感和行动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4.4 多融合风景园林设计人性化标识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融合人性化标识是一项重要的应

用策略，能够有效地体现人性化理念，提升设计作品的品

质和感知价值。人性化标识是指在设计中融入符合人们认

知习惯和情感需求的符号、标识或特色元素，以增强设计

的个性化和亲和力。首先，融合人性化标识能够提升设计

的辨识度和独特性。通过引入具有特色和代表性的标识元

素，如独特的景观雕塑、标志性的植物或建筑物等，可以

使设计作品在视觉上更加突出和引人注目，增强人们对于

设计的记忆和认知，提升设计的辨识度和独特性。其次，

融合人性化标识有助于塑造设计的情感氛围和氛围感。设

计师可以通过运用具有情感共鸣和象征意义的标识元素，

如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文物、富有故事性的景观装饰等，

营造出丰富多彩、充满温情与情感的空间氛围，使人们在

其中感受到愉悦、舒适和放松。此外，融合人性化标识还

能够引导人们的行为和体验。设计师可以通过设置具有导

向作用和互动性的标识元素，如指示牌、标志、指示路线

等，引导人们在空间中自由探索和体验，提升用户的参与

感和体验感，使设计更加贴近人们的需求和期待。最后，

融合人性化标识有助于传递设计的理念和文化内涵。设计

师可以通过融入具有文化意义和符号象征的标识元素，如

传统文化符号、地域特色标志等，传达设计的思想理念和

文化内涵，增强设计作品的文化底蕴和社会价值，使人们

在欣赏和体验中感受到对文化传承的尊重和关注。 

4.5 重视区域内个性化设计 

在风景园林设计中，重视区域内个性化设计是实现人

性化理念的重要策略之一。这一策略旨在根据不同地域的

文化、历史、地貌等特点，为每个区域量身定制独特的设

计方案，以满足当地居民和游客的需求，同时彰显地方特

色和文化底蕴。首先，重视区域内个性化设计要求设计师

深入了解和挖掘所在区域的特色和特点。这包括对当地的历

史、文化、地理环境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调研和分析，以发现

地域内独特的风土人情和自然资源，为设计提供丰富的灵感

和素材。其次，设计师需要根据区域内的特色和需求，灵活

运用各种设计手法和元素，打造出符合当地文化和生活习惯

的景观空间
[4]
。这可能涉及到景观元素的选择、空间布局的

设计、材料和植物的选用等方面，以确保设计能够与当地环

境相协调，为居民和游客带来独特的体验和感受。此外，重

视区域内个性化设计还要求设计师充分考虑使用者的需求

和偏好，注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通过与当地居民

和用户的沟通和互动，收集他们的反馈和建议，设计师可以

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从而为设计提供更加贴心和

满意的方案。最后，重视区域内个性化设计还需要注重设计

的持续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设计师应该考虑到当地的自然环

境和生态条件，采用生态友好的设计理念和技术，保护和改

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5 结语 

在本文中，我们深入探讨了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

计中的重要性以及应用策略。从重视细节、融合个性化标

识、关注区域特色等方面展开了讨论，旨在为提升风景园

林设计水平、打造更加宜人、宜居的城市绿色空间提供参

考与启示。风景园林设计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设计理念不仅仅是为了美化环境，更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人性化理念的应用，不仅能够提升园林

空间的使用体验和美学品质，更能够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城市的活力。在今

后的实践中，我们应该不断探索创新，将人性化理念贯彻于

每一个设计项目之中。从满足人们的多样性需求、重视区域

内个性化设计、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融入设计中等方面

着手，为城市创造出更加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相信随着

对人性化理念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应用策略的不断完善，未来

的风景园林设计将会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为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幸福生活做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携手

共同努力，为打造更加美好的城市环境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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