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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互动式”景观设计在城市公园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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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社会是一个追求个性发展的时代，互动式设计在景观中的应用十分普遍。互动式景观设计可以将人与物更好地
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人们的参与性、实践性，从而达到活跃现场氛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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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动式景观设计概述
“互动”通常是指两个具有相互作用力的

主体彼此作用的过程，两者在交相影响和改
变之中共同进步或互有得失 [1]。互动式景观
设计通常以参与者的体验和感受为主要出发
点，改变了传统设计中景观对人的单一方面
影响，其主要是强调人们的体验和感受，通
过多层次的感官表现出来，如视觉、听觉、
触觉等。这种多感官的刺激拉近了人与景观
的关系。

如今互动式景观设计发展十分迅速，在
很多公共空间均有所运用，根本目的是让人
与景观和谐相处、良好互动。

2 互动式景观设计原则
2.1 参与性原则

实现互动的前提是进行参与，互动式景
观有着人们可以自由参加的属性，而这种参
与可以划分为 2 种，即“积极参与”和“消
极参与”。其中，积极参与是主动的，人们自
觉接受和认知景观所具有的特点 ；消极参与
是被动的、漫无目的，人们在主观上并没有
真正想要去了解和欣赏景观 [2]。如何降低被
动参与，就是景观设计需要思考的问题。

2.2 创新性原则

互动式景观只有通过创新才能给人新奇
感，才能激发人们的参与兴趣去积极体验。
互动式景观不管是在理念还是形式上均表现
出趋同性，坠入人们日常思维的窠臼，那么
景观设计就会失去新颖性，最终将无法达到
吸引游人积极参与的目的。

2.3 以人为本原则

设计的根本离不开人类的需求。一切设
计都是为了服务人而进行的设计，互动式景
观设计也不例外。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

指导下，对城市公园进行设计时，要充分考
虑公园的适用人群。并根据公园内部的不同
区域划分，合理利用互动装置，给人带来不
同的体验感和趣味感 [3]。

3 互动式景观设计手法
3.1 游戏型景观设计

在城市公园景观设计中，通常带有一些
游戏性质的景观，不仅可以带来一定的欣赏
价值，更可以有效缓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压
力，让人们活跃起来、放松心情，可谓是一
举两得。例如，互动式地灯就属于游戏型景
观设计。

3.2 教育型景观设计

在景观设计过程中，景观的教育意义也
十分重要。在中国的传统园林设计中，老一
辈设计师通过景观设计对人们的影响和教育
已经被大家所共知，如苏州园林就是一个很
好的典范，人们沉浸在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的
景观中，会不自觉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
响和熏陶。

3.3 运动型景观设计

出于人性化考虑的运动型景观设计，可
以大大提高健身者的兴趣爱好，也为热爱健
身的人群提供了支持。例如，一个发电自行
车的设计，骑车产生的动力可以为周边的附
属设施进行发电，这样骑行的人既可以达到健
身效果，还可以体会由骑行所带来的乐趣 [4]。

4 城市公园互动式景观设计发展趋

势
4.1 人性化

在安全、舒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人的
生理及心理需求，使得参与者与公园产生一
定程度的共融，内部的公园景观更富有生命

和情感。人与景之间的主观互动，可以给参
与者带来更积极的情感体验。

4.2 科技化

人们对科技的品味和要求随着科技的蓬
勃发展逐渐提高。与此同时，科技给人带来
了无穷的技术，城市公园在未来的景观互动
性设计中也必定会将科技体验感引入其中，
最大限度地提高景观设计的张力和表现力，
使得人们在景观设计中的活跃度得以提高 [5]。

4.3 特色化

城市公园在景观设计过程中更应注意当
地的优秀历史文化及人文内涵，运用互动式
的表现手法凸显地域文化，使得公园成为城
市的一个标杆，吸引更多的人群到此游园、
观赏和体验，增强人们对城市的归属感。

5 结语

在物质经济极其发达的现代社会，科学
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互动式景观的发展。在不
久的将来，互动式景观设计会与生态旅游、
绿色经济等不同领域进行紧密融合。在城市
公园的景观设计中，采用一些高科技，如多
媒体技术、智慧景观装置艺术等现代设计策
略，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公园的观赏性和参与
性，在极大程度上丰富游园体验，提高人们
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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