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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析公共设施在心理效应视角的设计现实与尝试。方法 从未来城市发展和人们需求角度对

城市公共设施进行分析与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这一层面，从心理效应视角，对心理效应的定

义进行深耕解读，结合现实中的公共设施设计所存在的一些短期效应和不足之处，分析心理效应所能带

来的多方面效用，同时为了进一步就此观点进行论述，还结合心理效应的代表形式提出了几方面的设计

视角，展开了具体化的理论论述，真正将心理效应与公共设施设计融合在一起，探索更加独特、长久的

设计路径。结论 从心理效应角度出发的公共设施设计形式是符合城市长久发展和人们的多元化需求实

际的，只要坚持正面引导，让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以本能反应或行为反思的方式去实现自身体验的

飞跃，便可以提高公共设施的舒适度和使用价值，促进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城市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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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Effects 

ZHANG Zhi-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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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reality and attempt of public fac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

chological effect. It wa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and study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needs. Based on this level, the definition of psychological effects was interpreted 

deep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effects. Combined with some short-term effect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de-

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reality, the various effects that psychological effects could bring were 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make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is point of view, several design perspectives were put forward combined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psychological effects and a concret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was carried out to truly inte-

grate psychological effects with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explore a more unique and long-term design path. The de-

sign form of public facilities from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accords with the practice of long-term urban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diversified needs. By keeping positive guidance and letting people realize their own leap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it can improve the comfort and use value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urban public facility 

construction and urban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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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此心，事同此理。”这句话流传很广，其意

思从深层次上挖掘，主要是说如果在一些必要的沟通

中，能够因为某种刺激而达到一种共鸣，将这样的思

想融入某些人和事中，很多时候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

效果。这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强大的适用性，大到整体

的建设方向，小到某一事件，都适用这一道理。城市

公共设施也对这一句话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验证和

阐释，突出表现在交互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若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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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匹配、不文明的现实行为一直存在，那么也难以达

到理想的设计应用效果，不仅耗费了人力、财力，还

会成为一种矛盾且无价值的存在。而从心理效应视角

出发的公共设施设计对“人同此心，事同此理”进行

了深刻的诠释和印证，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内在功

能，此类设施都能够给使用者带来一定的影响，引导

他们形成一种舒适愉悦的使用体验。但是，若不看实

际而盲目使用，会激发心理效应的两面性，反而得不

偿失。下面即对心理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与公

共设施设计的灵感碰撞途径。 

1  心理效应与公共设施的联系表现 

心理效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作为一

种心理方面的现象和规律，其能够在一种反应和刺激

下引发人们心理的变化，甚至形成一种因果反应或连

锁反应，催发人、环境、事物产生相应的变化[1]。南

风效应、首因效应、调味品效应、花盆效应、鲶鱼效

应等都是其中的几个表现形式，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内

涵。正确理解心理效应这一概念，了解其代表性的表

现形式，可以在很多时候对一些人、事物进行引领，

实现更高的现实意义。这些效应作用于公共设施中，

能够让原本单一、程式化的公共设施变得不盲目、不

重复，还能对色彩、造型、结构等细节进行创新和改

良，使其形态和功能更加丰富多样，从而很好地提高

利用率，给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提供支持，让生活在其

中的人们更加满意[2]。所要注意的是，心理效应的影

响必须是正面的，可以尝试从积极的层面去设计和制

作公共设施，从而达成正面促进和提高的理想状态。 

2  基于心理效应的公共设施设计路径 

事实上，公共设施的存在价值并不局限于简单的

使用意义，还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效应的承担者，能够

诱发相关的心理效应，引导人们的行为。那些现实中

存在的负面行为，有时也伴随负面的心理效应[3]。为

了让心理效应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引发人们正确的

使用行为，产生更好的价值效用，有必要展开深入的

分析，从各种代表性的效应着手，找到其与公共设施

设计的联系，实现人与物的双重飞跃。 

2.1  调味品效应——增强公共设施的趣味性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一些“废话”，

而这些废话并不是真的毫无用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

加强了彼此的心理交融，避免了一味地就事论事所带

来的严肃刻板和不自然，所产生的效果是一种交流中

的点 ，不仅不会多余，反而会增进彼此的了解，减

少误会。这种调味品效应在公共设施设计中同样适

用，其所赋予的公共设施更加具备趣味性，迎合了不

同人的不同口味，实现了统一中富于变化，变化中不

失统一的效果[4]。具体来看，其所赋予的公共设施的

形式从趣味性出发，以情感、交互为特点，凭借适宜

的外形和视觉美感，打造出良好的城市环境，让人们

更加乐于使用相关的公共设施。 

情感角度出发的公共设施设计是一种审美趣味

的表达，基于情感这一基础，充分考虑人们的身心特

点和行为特征，以色彩、造型等为出发点，满足人们

的情感需求，在审美层面实现更好的设计效果和使用

效果[5]。比如，设计师在公共设施的设计中可以进行

移动、拉伸等艺术处理，让公共设施更加生动有趣，

给人以轻松的身心体验。还可以在听觉层面深入思

考，让公共设施在使用过程中实现一种声音的配合，

给人带来听觉的刺激。还可以从绿色视角出发，结合

环保理念，对公共设施的外在表现材料进行合理选

择，在保证公共设施实际作用得以发挥的同时，提高

公共设施的附加值，让其能够给人带来清新、健康的

使用体验，这也是情感化设计的一种表达方式。 

从互动的设计视角出发，城市公共设施设计若能

够促成良性互动，让人们积极参与，在互动体验中拓

展交际圈，便能够更好地达成共鸣[6]。以社区公共空

间的公共设施为例，其设计的交互性主要体现在公共

座椅和休息亭的设计上。设计师可以对这些设施的外

形进行互动性创新设计，如将座椅的外形设计成叶子

的形状，将休息亭设计成花瓣的形状，在整体视觉

上形成很好的照应，给人们带来初步愉悦的感官体

验[7]。更有趣的是，叶子形状的座椅还可以通过调整

折叠变成一个桌面，便于人们借此开展围棋等桌面游

戏的互动；花瓣形的休息亭也在无形中提供了互动交

流的空间，使其在惬意的外部环境中放松心情，实现

亲密的交流互动。 

2.2  南风效应——突出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南风效应的内容说的是一则寓言故事：为了证明

自己的威力，北风和南风以让人脱掉大衣为标准开始

比赛。北风吹得猛烈、寒气刺骨，人们不但没有脱掉

大衣，反而将其裹得更紧。南风则选择缓缓吹动，风

和日丽的景象让人顿感温暖，于是不自觉地选择脱掉

大衣。 终，南风获得了胜利。这样的寓言告诉我们，

凡事想要取胜并获得成功，必须讲究方法，否则结果

就会适得其反。在公共设施的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也

应适当借鉴南风效应。具体而言，就是突出因地制宜、

因人制宜，从地域特点和人文特点出发，寻找更加符

合实际的设计灵感，让公共设施的效果达到 佳[8]。 

因地制宜的公共设施设计讲的是将公共设施的

整体风格设计成与环境协调统一的形式，让外部环境

和公共设施彼此协调，互相融合与升华，成为人与环

境的有效中介，甚至成为城市文化的展示载体[9]。以

城市广场上的公共设施为例，其设计就适宜从地域特

点着手，以地域文化为抓手，从整体的空间序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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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布局到绿化照明都应与城市的文化相协调，并适当

凸显地域文化特点，深化文化底蕴。具体而言，可以

从具象和抽象两方面进行设计。具象层面的设计可以

将该城市所特有的一些文化符号进行有选择地合理

应用，可以适当结合实际进行一些简化和重组，以便

更加凸显[10]。抽象层面的设计可以将文化符号与整个

公共设施所存在的建筑空间、地形、植被、气候等进

行内在关系的分析和提取，找到一种形式关系，进行

抽象化的设计表达。 

因人制宜的公共设施设计的出发点是突出一种

人文关怀，因为人始终是公共设施的使用者，只有充

分考虑人的因素，体现以人为本，才能达到人性化的

设计效果，全面协调人与城市和设施的关系，让公共

设施更加“亲人”，也让使用者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11]。

这一点的具体体现就是无障碍设计，强调的是全面考

虑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即将公共设施设计成各个人

群都适宜的人性化形式。比如，在大型商场公共区域

的公共设施可以图形化的形式呈现，以便让外地游客

和外籍客人更好地明白此类公共设施所以传达的信

息内容；在住宅、医院等的公共空间中也应照顾到特

殊人群的现实需求，让通用化设计融入公共设施中，

以任何人都能同时共享设施为标准进行无障碍设计；

在公园的公共设施也可以将无障碍理念进行全面地

融入延伸，以便为游客引领游览路线，帮助他们在公

园中顺利找到相关的景点和设施[12]。 

3  基于心理效应的公共设施设计的注意方向 

心理效应的整体作用是双向的，若一味盲目乱

用、错用，那么必将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让公共设

施因此降低了自身的价值，从而得不偿失。为了正确

应用心理效应，使其从正面、积极的视角对公共设施

设计进行丰富和提升，相关的注意方向是有必要指出

并强调的[13]。首先，做好设计思路分析，因地、因人

而异，讲究从实际出发，不刻板套用，以实现理想的

设计效果。其次，强化理论研究，钻研心理知识。设

计师只有深入学习心理学知识，才能对心理效应有深

刻的认知，才能在实际的设计实践中灵活、合理地应

用各种心理效应，从而为公共设施的创新提供更多的

可能性。再次，设计师在设计公共设施的过程中可以

尝试多种契合心理效应的设计尝试，不断进行验证和

转换，以求 大化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4  结语 

现在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已经摆脱了曾经的盲目，

也不再只是追求简单的功能作用，而是从一般意义上

升华，得到了全新的设计视角。可以说，那些看似是

简单的载体表现，实际上已经与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

人紧密相连，担任着无法替代的角色。为了解决城市

公共设施在设计中的不完善和功能上的不全面问题，

照顾到更多群体的更多需求，心理效应视角便逐步崭

露头角，各种心理效应给了设计师足够的设计灵感，

促就了人、环境、设施和信息的综合交织，保证了人

们使用的舒适性，也保证了城市运转的通顺性，产生

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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