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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游憩场所内涵及空间结构探析
刘  蕊

（大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000）

摘 要：游憩空间规划设计是目前规划界的热点问题。城市游憩空间的规划设计理念包含了文化、经济、地理学以及景观设计的
多重内容，并对游憩空如何促进城市经济、城市与乡村的融合、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价值等进行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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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中游憩空间的设计是能为
城市带来亮点和活力的重要部分，城市
的高速发展无形中滋养着游憩空间的生
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休闲娱乐的生活
方式，而城市的游憩场所便一跃成为现
代城市居民文化与时尚融合的新兴生活
空间。文章从游憩空间的内涵和空间结
构出发，分析游憩场所空间使用价值和
现实意义的体现，提出一些对城市游憩
空间规划的理念和思考。

1  游憩场所的浅述

城市游憩场所是集娱乐、文化、休
闲等多重动能融合的空间，既有文化的
内涵又有娱乐休闲的特性。人们在城市
中既可以以学习体验来满足人们消遣和
增长智慧的经历和目的，又可以在旅游
体验中感受文化秩序与风格混合的空间，
它们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形象。
1.1  文化视角

人类文化创造出城市，承载着许多
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更保留和滋润着
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沃土。游憩空间的规
划要能够充分展现城市的特色性，并表
达出城市独有的文化内涵，基于对传统
文化的传承，无形中引导和带领人们自
发的参与进社区生活，进而提升城市的
精神生活。
1.2  城市问题视角

游憩空间的规划设计需要充分考虑
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要考虑快速
发展时期人们的实际家庭单位、信息接
收渠道及影响程度、全民教育水平等问
题，打造一种能服务于大众的空间环境。
1.3  社会经济视角

文化与经济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
城市经济的良性发展一部分也是要归功
于城市人文关怀的滋养。一定的经济实
力是决定着人文关怀与城市游憩空间和
谐共荣繁的基本出发点。
1.4  地理学视角

地理学其实是一项综合多因素的视
角，游憩空间的设计研究在城市的层面,
是综合了城市的功能布局、建筑风格特
点等一系列问题有导向的设计出来的。
其中也需要考虑当其置于一定的区域中，
城市的分布因素、聚落点体系、城市化
和人口分布与人口增长的问题等。
1.5  景观视角

游憩空间的规划是要求其与城市的
建筑、街道、各生活社区等众多集聚区

形成有机的融合。为普罗大众服务的自
然与人文结合的空间，传承城市风格与
文化，打造一种特有的、活泼的城市景观。

2  城市游憩场所产生的空间机制

2.1  城市游憩场所形成的行为需求机制
场所需求是满足人们需要的现实物

化形式，也是满足自我实现需求和心理
需求的社会心理空间。20 世纪以来，发
达国家社会鼓励闲暇娱乐，发展庞大的
娱乐业，导致人们的休闲活动方式从自
然的户外活动逐渐转向营业性为主的娱
乐康体场所等室内活动。这些新兴场所
的出现，使整个社会更加自由、开放，
潜能也被充分挖掘，形成了多元化的生
活空间。
2.2  城市游憩场所形成的社会机制

由于场所的形成与空间经济区位密
切相关，并且直接影响了土地使用的情
况。游憩场所将人类聚集起来，并逐步
适应和接纳物质环境，在这个过程中，
场所的空间结构形成动力是由物质与环
境空间因素关系决定的。而物质环境培
育了对应的文化特质，文化在城市中文
化区位与社会功能的空间变化影响着场
所类型及其结构的变化。

3  城市游憩场所的空间形态与空间结构

3.1  游憩设施空间形态
由于游憩设施及游憩环境的性质和

类型不同，城市游憩空间的形态也各具
特点。如果以单个游憩设施的空间形态
而言，可以分为点、线和面。若以游憩
设施的组合所形成的空间形态，一般是
面状空间里穿插线状和点状。此外，游
憩设施的空间形态具有复合型组合的特
色。从而使空间形态丰富、活泼，与环
境相协调，人们才不会觉得单调、无趣。
3.2  游憩环境空间结构

游憩环境虽是外围环境，但却影响
着整个游憩过程，是游憩活动中不可缺
少的一项条件，有时甚至对游憩行为起
决定性的作用。

城市游憩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
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是直
接影响游憩者的心理及生理情况的，并且
能够控制游憩设施效能的发挥程度。经济
环境则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均收入
水平、城市建设成就、市场流通、消费结
构等。社会文化环境体现的是城市的文化
氛围、社会治安情况、公共服务机能等。

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无影无形，只能靠人
们体验后的感知情况来间接展现出。
3.3  游憩行为的空间特点

游憩行为具有强烈的流动性，是灵
活多变的空间。无法将其固定在某一位
置，因此表示的方法也只能是间接的。
通常采用数学或者物理模型来描绘游憩
行为空间的特点，比如空间位置、范围、
空间大小、空间结构和空间变化等。由
于游憩行为空间的流动性，其在地表上
的投影是点、线状，线上点的分布多少
决定着游憩经历和体验的丰富程度，所
以在设计游憩线路时，应当考虑线上点
的多样化和适量性，以使游憩功能最大
化，参与者从中得到最佳利益。

4  结束语

城市游憩空间的研究是一个多方面
的综合型研究，理论的支撑与实践的拓
展缺一不可。在高速现代化的新时代，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给人们一系列优渥
的生活条件，进而也增加了人们休闲娱
乐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人们心理上本
身也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
这就使作为城市支撑项目的游憩休闲产
业已经开始成为城市经济中的主要角色
之一。要提高游憩空间的规划设计水平，
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的启示：第一，借
助游憩空间规划促进城市发展。人们休
闲需求的实现促使城市经济在良性循环
的道路上持续延伸。虽然城市的经济需
要游憩活动来带动、活跃，与此同时，
社会中人们所关心的文化要素也在不知
不觉的汇聚,这些经济和文化要素交融、
激发的作用，为城市长远的经济结构的
良性选择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
二，政府在游憩空间规划中的主体地位
体现。游憩空间由政府来无偿提供，政
府对游憩空间的休闲服务提供管理，建
设游憩空间来表达人文关怀的责任，这
不仅促进休闲空间的健康发展，也营造
出和谐共荣的城市新环境、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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