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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社会的经济水平的提高，体育馆成为了现代都市人群进行锻炼的选择场馆。体育馆的

室内设计与建身效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设计感强的体育馆能够激发出锻炼人士的锻炼积极性和运

动积极性。本文通过对体育馆室内设计的定义和特点进行分析，探究体育场馆室内设计与建身效果的

关系，拟提出建设性建议，促进体育馆室内设计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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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馆作为现代人进行身体锻炼和放松的

场所，其不仅仅是提供设施，也在无形中提供

了环境。经过调查研究分析，设计感强的体育

馆能够促进建身意识和兴趣的提升，从而增强

健身效果。

1.体育场馆室内设计的概念
　　体育场馆是进行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及身

体锻炼的专业性场所。它是为了满足运动训

练、运动竞赛及大众体育消费需要而专门修建

的各类运动场所的总称。体育场馆主要包括对

社会公众开放并提供各类服务的体育场、体育

馆、游泳馆，体育教学训练所需的田径棚、操

场、运动场及其他各类室内外场地、群众体

育健身娱乐休闲活动所需的体育俱乐部、健身

房、体操房和其他简易的健身娱乐场地等。主

要分为在室外进行比赛训练的体育场和在室内

进行比赛训练的体育馆。

　　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

环境和相应标准，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设

计原理，创造功能合理、舒适优美、满足人们

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这一空间环

境既具有使用价值，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同

时也反映了历史文脉、建筑风格、环境气氛等

精神因素。明确地把“创造满足人们物质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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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作为室内设计的目

的。

　　体育场馆的室内设计，即是在需要进行体

育锻炼，提供育锻炼的场所进行室内设计。从

而为运动员们提供更好的运动环境。

2.体育场馆室内设计与健身效果的关系
　　体育馆室内设计除了给有运动需要的人士

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同时也能够影响健身效

果。体育馆室内设计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影

响建设效果。

　　2.1影响运动者的运动积极性

　　体育馆室内设计如果具有活力，采用一些

明亮活力的颜色，能够从主观上激发运动者的

运动积极性。自身会处于一种相对比较兴奋的

状态中，在进行一些运动的过程中，这种运动

积极性会提升运动员的健身积极性，从而让健

身效果更加的明显。

　　2.2影响运动者的时间安排

　　目前，大部分的体育馆都是复合型的全方

面提供服务的体育馆。因此，自然就涉及到室

内区域的安排和划分。体育馆在室内区域安排

基础上进行室内设计，具体的安排方式能够影

响运动者的时间安排。但是，如果在室内设计

上不考虑合理性和人的体能，自然会影响运动

者的健身效果。因此，体育馆的室内区域设计

也会影响健身效果。

　　2.3空间环境和设施影响运动心情

　　体育馆不仅仅需要提供运动场地，还需要

提供空间环境和设施。这些都需要对体育馆的

室内设计进行精心的分析和思考，从而才能够

给运动者带去好的运动心情，提升健身效果。

并且，通过体育馆的科学设计更加能够激发出

运动员的运动活性和积极性。从科学的角度入

手提高健身效果，促进健身目标的实现。

3.如何从体育场馆室内设计方面促进

健身效果的提升
　　体院馆室内设计和健身效果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因此，想要提升健身效果，就需要从

体育馆室内设计的角度进行分析，针对性的进

行改造。

　　3.1体育场馆室内设计应该以人为本

　　体育馆的室内设计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设

计精神。在室内的空间分割和颜色的选择上，

要考虑到健身者的主观情绪感受。例如，红

色和黄色从主观上能够激发运动员的运动积极

性。因此，在设计体育馆建设设计的时候，就

应该选择这些能够从主观上提升运动员积极性

的设计。其次，在空间布局上，也应该多采用

现代化的有流动感的设计，给运动者带去较好

的视觉体验和心情。体育馆室内设计应该尽

可能的考虑运动者的心态和类别，做到以人为

本。

　　3.2设计展示好各个功能分区

　　体育馆一般由很多个运动区域。每个运动

区域进行的具体的运动不同，其达到的健身效

果也不同。如何将体育馆各种不同运动的分区

通过室内设计进行一个好的展示，带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延长运动员的健身时间，从而提

升其健身效果。各个功能分区的设计应该做到

统筹兼顾，既能够对每个功能分区做好成功的

展示，也能够展现整个体育馆的整体风格。这

样能够激发运动者的积极性，也能够更好的发

挥体育馆的室内设计促进健身效果提升的积极

作用。

　　3.3提供有创意的运动空间和设施

　　目前，我国部分体育馆的运动设施和室内

设计风格比较相近。这是因为，体育馆没有深

度挖掘自身的创意和空间设计，设施也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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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因此，我认为，体育馆应该提供有创

意的运动空间，通过设计增加自身的特点，设

施也应该尽可能做到创新而全面。通过设计对

整个体育馆空间进行重新的装饰，能够促进运

动者的运动积极性，从而提升健身效果，促进

体育事业的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体

育项目开始展开。体育馆就是一个很好的选

择。但是，目前，我国的体育馆的室内设计相

似度较高，缺乏创意，这对运动者的运动效率

有一定影响。因此，本文从设计角度出发，探

究体育馆室内设计和健身效果的关系，提出如

何从室内设计的角度促进健身效果的发展的建

议。从而促进我国体育馆室内设计的创意化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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