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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根据当前公园公共设施的发展要求和趋势，分析其特色化的设计方向与措施。方法 从整体

视角，对公园的内涵、功能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总结公园公共设施设计过程中的重要参考点及基本原

则，再结合其所表现出的功能、受众和文化特点的发展要求，深入探究不同受众和不同风格主导下的公

园公共设施设计思路。结论 公园公共设施与其所在的环境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其设计必须从功能化视

角，以及人文关怀、文化内蕴等层面进行尝试与创新，打造出个性、便利、和谐的特色化设计效果，为

城市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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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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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zhong University, Shanxi Jinzhong 0306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and trend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parks,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direction and measures of characteristic design.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connota-

tion,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 present situation of parks, summarizes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points and the basic prin-

ciples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park design, coupled with the show's function, the development require-

ments of the audienc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delves into the different audiences and different style for the design of 

the park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dominant ideas. The park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ir environment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The design of the park public facilities must be tried and innov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 

humanistic car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so as to create the characteristic design effect of individuality, convenience and 

harmony, and add color to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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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面对巨大的城市空间和茫
茫的城市人海，总是急切地想要获得一种认同感，抑
或归属感，希望自己能够在城市中更好地与这座城市
和谐共存。公园是城市的一张名片，尤其是那些与公
园风格相呼应的公共设施，让人们的幸福感油然而
生，也让自己真正成为城市的美化师，打造出休闲互
动的良好空间。近年来，城市发展普遍加快，城市公
园也在大量兴建，但是很多公园的整体风格十分相
似，甚至完全相同，公园中的各种相关设施也难逃雷
同的桎梏，加上缺乏地域文化的滋养和人文性的关
怀，存在其中的公共设施已经难以为城市的整体形象

增色，有的不仅舒适度降低、缺乏必要的吸引力，甚
至让人们产生了一种抵触心理[1]。于是，城市公园公
共设施设计成为了备受关注的内容。这就需要设计者
在未来的设计中坚持人性化、个性化等原则，以特色
为追求，以发展为根本，设计出能够凸显个性魅力的
公共设施。针对具体的设计原则与策略，下面将展开
重点论述。 

1  公园公共设施特色化设计原则 

为了满足城市居民对亲近自然、交流休闲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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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的实际需求，公园的建设一直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尤其是那些存在其中的公共设施更是肩负着满足

人们健身、娱乐等需求的重担，所以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特色化的公园公共设施设计也是基于这一背景被

提出的，其出发点是改善城市环境、缓解市民压力，

并能够以独特的个性和趣味吸引人们的目光。为此，笔

者结合实际总结了几个方面的特色化设计原则。 

1.1  以功能性为主导 

公共设施的原动力来自于自身的功能价值，有了

价值的实现，才能更好地为人服务，实现自身的价值[2]。

有了这一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特色化的升级改造。在

公园公共设施的特色化设计中，设计师先要从功能性

方面着手，无论是各个设施形式与内容的规划设计，还

是其与环境的和谐共处，都应以功能性为抓手，满足人

们在公园公共环境中聊天、健身、休憩、卫生和引导等

方面的现实需求，如此其特色化的设计才是有意义的[3]。 

1.2  以人性化为根本 

人是公共设施的使用者，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性

格，甚至不同的兴趣爱好，都在生理、心理、情感、

思维等层面表现出个性化的特点。这一现实指引着公

园公共设施设计必须以人为本，从使用者的生理需

求、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出发[4]，积极从人体工程学、

环境心理学和审美视角等层面进行创新尝试， 大化

地保证公共设施的公平性和适用性，真正让人性化关

怀促进公共设施的效果升级。 

1.3  以地域性为中心 

公园公共设施的存在空间是城市文化的展示空

间，在其中融入的地域文化，将是特色化公共设施设

计的有效支撑[5]。那些存在其中的座椅、路灯、垃圾

桶、导引牌等既要符合功能性、人性化的基本要求，

又要在文化性上不断展开和丰富，形成符号化、体系

化的表现形式，进一步凸显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独特价

值，展现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6]。同时，这样的设计

还能够与城市的特点和谐统一，实用性与观赏性完美

结合，能够有效地凸显城市的文化艺术氛围。 

2  公园公共设施特色化设计路径 

公园是与人们日常亲密接触的公共空间，其中的

公共设施更是一个公园整体形象和功能实现的不二

载体，那些新颖有趣的公共设施，能够给人们带来愉

悦的使用体验和审美体验，那些文化气息浓郁的公共

设施，又能够让人们在其中接受文化的熏陶，感受城

市的深厚文化底蕴[7]。一个好的公园，公共设施的设

计就是它的精髓所在，是细节之处的魅力彰显。为了

打造特色的公园公共设施，必须找到合适的方式，针

对各种公园的类型，从艺术化、人性化和文化性的基

本视角，不断展开、思考、尝试，以便更加接近甚至

实现理想的设计目标。 

2.1  面向不同受众的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2.1.1  儿童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工业化充斥在当前大多数的城市生活环境中，使
城市内部的结构和空间缺乏温暖与惬意，即便是为人
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公园也难以避免陷入单一僵化的
境地，尤其是在适合儿童群体的公共设施方面漏洞很
大，处处钢筋水泥的环境和单一的设施形式，并不是
一条健康发展的明智之路[8]。一个好的公共设施，尤
其是针对儿童群体的设施，其必须是符合儿童的实际
需求和审美需求的，并能够持续地吸引他们的注意。
面向儿童的公园公共设施特色化设计应遵循一定的
设计原则，尤其要注意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第一，
设计师要赋予公共设施以灵活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可
拆卸、组合），引导儿童在玩耍过程中借助拆卸、移
动、组合等方式，实现公共设施更多形式的呈现，以
此来满足儿童的玩耍需求，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开发
儿童的智力。第二，设计师可以从一些可回收再利用
的现实物品出发，借助灵感进行公共设施的创新设
计，让儿童加深对环保的认知，摆正自己的价值观。
第三，设计师还可以将原本单一的公共设施功能变得
丰富起来，为儿童打造一个有着强大专属气场的活动
区域，让这样的公共设施能够为以儿童为主要受众的
公园增添亮点，使公园公共设施与儿童群体完美融
合，带来更加美好的使用体验。 

2.1.2  老年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老年人与儿童一样，是城市公共空间设施的主要
关注对象，也是其主要的使用者[9]。当前，以老年人
为主要受众的公园公共设施应成为一种功能与情感
的良好承载物，给这一群体以温暖的关怀和必要的尊
重。在特色化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综合考虑安全性、
交互性等方面的设计要求[10]。第一，安全性。老年人
的身体机能已经较年轻人大大降低，极易因为不当的
活动造成肢体的损伤，因此，设计师在设计中应关照
老年人的行走与休憩，如平整的道路、柔和的线条以
及尽可能少的台阶设计，都是一种关怀的体现，能够
给老年人带来一种身心的愉悦与舒适。第二，交互性。
老年人的认知机能下降已十分明显，因此，公园公共
设施的特色化设计可以尝试从这一层面展开延伸，如将
公共设施的操作进行简化，功能也尽可能简化，适当
融入一些醒目的文字和图片，甚至语音功能。这样的细
节化操作才能让特色化更加明显，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公
共设施的 大效用，为老年人的交互提供更好的体验。 

2.2  面向经济文化的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2.2.1  民俗风情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民俗风情公园往往与地域性的文化元素相结合，

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提炼精髓，精选出那些特色

突出的民间风俗文化，并将其作为公园的特色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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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十分贴近人们的生活，容易与人们的情感产生 
共鸣[11]。这样的公园特色需要同样出彩的公共设施来
搭配、点 ，甚至是强化和凸显。设计师可以从地域
性元素中寻找灵感，从当地的地域性建筑特点着手，
提炼其中的造型特点和色彩表现，也可以从当地的地
域文化着手，从传统活动中寻找灵感，在公共设施的
细节之处进行艺术化的展现[12]。比如，临海城市可以
将公园公共座椅设计成贝壳的造型，再进行功能的强
化；以陶器闻名的城市，其公园的公共设施设计可参
考陶瓷的造型，让特色化的效果更加明显。 

2.2.2  经济生态公园公共设施设计 

公园公共设施的特色化设计应在生态化的背景
下展开，既要满足基本功能的需求，又要 大化地考
虑到环境的承载力，避免大规模地破坏整体环境，
好结合当地的地形特点、能源优势，进行经济生态化
的展现[13]。比如，利用太阳能、风能等替代传统能源，
让环保可回收材料成为公共设施的主体，始终以低碳、
绿色环保为终极追求，这样的公园公共设施也更具亲和
力和感染力。又如，公园的公共设施还可以从地域特点
着手，更加深入地延续公园所在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和
区域自然特点，或者对老旧的公共设施进行改造创新，
尽量避免对环境的破坏。这样的公共设施是特色化公园
建设的有效支撑，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和谐。 

3  结语 

公园的整体设计和设施配置日益成熟、多元，大
大提升了整体的质量，丰富了风格，强化了功能，承
接了城市的文化与灵魂。聚焦当前公园公共设施的特色
化设计，仍然在很大范围内存在不足，因此，设计师
不能仅仅关注未来，盲目选择创新，而要从现实着眼，
结合其中的不足，以及其风格定位、受众群体，从功
能化、人性化、地域性 3 个方面进行多元化尝试，以
更有针对性、更加贴心的形式和功能进行艺术化呈现，
如此才能使公园的形象更加美丽、风格更加多样，才
能让人们在使用公共设施的同时感受到放松和愉悦，

终在有限的空间和多元的设施中，找到一种身心上的
满足和舒适。这是特色化公园公共设施设计的灵魂所
在，是未来设计之路的路标和指引，也是城市发展的助
推剂，促进了城市的进步，给了人们更多幸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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