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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公共座椅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情境为基础，分析了影响使用者对公共座椅选择行为的生理和心理因素，并

结合不同公共场所的设计实例，重点从人际距离的角度论述了使用者不同的心理需求，进而对公共座椅的可用性进

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设计者在设计研究中需重视使用者对公共座椅的评价；以及对使用者心理尤其是人际

距离需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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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public chair in real life use situation as a foundation, it analyzed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affected users′choices on public seat. As examples of designs in different public places, it elaborated kinds of

users′psychological demand from the interpersonal distance angle, then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to the usability. In this

foundation, it proposed designer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users′appraisals on public seat as well as to users′

interpersonal distance dem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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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的多样化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活动空

间，公共设施也逐渐成为了人们广泛使用的产品。公

共座椅作为人们在公共场所活动时的重要辅助设施，

不仅是公共场所的点缀与装饰，还要服务于人们的各

种生理和心理需求

[1]

。所以公共座椅设计需根据使用

者不同的生理特征和心理需求方面进行研究。

1 公共座椅使用情境分析

在公共座椅的使用情境中，使用者产生刺激的因

素主要包括：环境属性、座椅形态和功能以及使用者

状态。以普通公园场景为例，这些因素有以下特点，

见表1。

事实上，公园环境影响的是使用者对公园本身的

选择和综合评价，而不是具体对公园内公共座椅的选

择；座椅属性对使用者的影响则是基于使用者需求

的。表1可以看出，使用者在意的不仅是坐具，而是包

括座椅和其他使用者在内的休息空间。图1~3就体现

了不同座椅针对不同使用者的可用性和局限性，图 1

中，2个单人躺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让使用者有相对

独立和轻松的空间，而且它的弧形设计令游客更舒适

地亲近自然，所以比较适合独自一人的游客而不适合

多人，因为会造成交流和沟通的不便；图2中的座椅属

于直线型，从尺寸和功能设计上可供 2～3人使用，如

果 2个人彼此之间也可以正面交流，但当一名游客看

到另一个陌生人坐在长椅上时，2个陌生人会介于不

愿与陌生人造成生理上想坐而心理上不想坐的矛盾

情绪；图3则为具有中国古代园林风格的围绕型座椅，

适合朋友之间的休息、游戏、分享食物等互动活动，但

当陌生人共同使用时，会因为眼神不可避免地接触到

而产生尴尬。

由此可见，使用者对彼此之间距离的需求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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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公共座椅的喜好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通

过对不同人群心理上对距离的需求而让使用者和现

有公共座椅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使用者的选择

行为，同时优化公共座椅的可用性设计。

2 公共座椅可用性的影响因素

2.1 生理特征

生理特征，即使用者在使用时的生理舒适度。一

个舒适的座椅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座椅的台面高度

应符合人体尺度,依据人体小腿高度设计,均值为 380

mm ,使入座者的脚能够自然地放在地面上,而且不会

感到压迫到腿;在设计时还要考虑椅子座面的宽度,主

要是依据普通使用者的肘宽而设计,两肘宽是指两肋

屈曲、自然靠近身体、前臂平伸时两肋外侧面之间的

水平距离(衣服厚度忽略不计) 400 mm;座面厚度则需

考虑胸厚和人体正常着装的厚度,均值为 210 mm ,男

女各异,出入约30 mm

[2]

。所以按照人体工程学的设计

规范：通常座椅的设计坐高40 cm，坐宽40～45 cm，靠

背倾角100°～110°

[3]

。

2.2 心理需求

心理需求则是基于使用者在不同使用环境中对

事物的感觉、注意、记忆、想象等认知活动产生的感性

需求。在认知心理学中，人从外界获得的感觉信息，

与储存的知识相互匹配，再赋予知觉对象意义并做出

相应行为

[4]

。

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他1966年出

版的著作《隐藏的维度》（The Hidden Dimension）中对

沟通和交往中人与人身体之间的空间距离进行了经

典性的研究，提出了4种人际距离。

1）亲密距离。约 0～0.5 m之间，是亲人、夫妻之

间沟通或交往的距离，在此距离上双方均可以感受到

表1 公园场景分析表

Tab.1 Park scene analytical table

座

椅

使

用

者

单

人

双

人

多

人

状态

需求

状态

需求

状态

需求

供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们游玩、休息、放松身心的场所

造型多样，视觉上给使用者“可以坐下”的信息

供游客短时间停留或长时间休息

单独在公园活动或休息，少与陌生人接触或交流

相对独立的空间，不受他人的打扰和影响

相伴而行，彼此之间有交流和互动

足够 2 个人共处的空间，并可以正面交流

团体活动、聚会等，彼此认识或熟悉，喜欢聚在一起

需要足够大的、能够使成员围坐或相互活动的空间

形态

功能

环境

图 1 单人躺椅

Fig.1 Single couch

图 2 公园长椅

Fig.2 Park couch

图 3 石桌和石凳

Fig.3 Stone table and s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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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的气味、呼吸、体温等私密性刺激

[5]

。

能使用亲密距离的都是关系亲密的人，如至亲与

子女、情侣和夫妻，而脱离了这种亲密关系的人之间，

会尽量避免与别人有如此近距离的共处，因为如果被

迫切使用这个距离，会是彼此处于一种防守的状态。

所以在此类人群出现率较高的公共场所（如公园、游

乐园、休闲广场、露天餐厅），公共座椅在设置和设计

上需考虑到人们希望彼此没有隔阂同时又远离他人

的心理需求。

2）个人距离。约 0.5～1.2 m之间，是朋友之间交

往的距离。此时，人们说话比较温柔，可以感知大量

的体态信息

[5]

。

朋友在一起出现的公共场所通常也多为娱乐场

所，他们需要的座椅不仅可以休息，还可以面对面聊

天、分享食物、游戏等，有亲近、沟通的心理需求。例

如图 4中的包围型座椅，它的座位与桌子位置可以上

下调节，最低的位置和座椅一样高，令使用者可以采

取更随意的姿势休息。

3）社交距离。约 1.2～3.7 m之间，是彼此认识的

人之间的交往距离。商业交往多发生在这个距离内

[5]

。

具有此种人际距离的人们彼此之间虽然认识，但

交往不多，所以并不熟稔。当这种关系的人相处距离

过近时，有时比完全陌生的人距离过近更容易产生尴

尬，所以他们希望被阻隔、被拉远的心理需求更加强

烈。所以为工作场所设计公共休息座椅时就需适当

地考虑距离因素。

4）公众距离。约 3.7～7.6 m之间，在正式场合、

演讲或其他公共场合沟通时的人际距离，此时的沟通

往往是单向的

[5]

。

在公共场所中，人们与他们不认识的人之间过于

接近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戒备感和紧张感。而这种

感觉在彼此视野有交集的情况下会更加强烈，公众距

离使人们希望与陌生人保持距离。在公共座椅的使

用场景中，使用者会因为视野范围中有不熟悉的人在

身边存在而产生不安定情绪，从而影响使用者的休息

效果和座椅可用性。由于公共设施在设计上需要考

虑多方面因素，所以需要设计者在有限的空间内将使

用者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巧妙地体现在座椅设计中，如

图5-7的设计案例。

随着户外无线网络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会在户

外利用笔记本进行无线上网。图5中的户外电脑椅在

造型上接近办公座椅，座椅呈直线排列且之间比较

远，让使用者在使用电脑时有私密感和安全感。而图

6中的圆盘形座椅考虑了使用者视野和人际距离双重

因素，减弱了其他使用者在视野中的存在感，从而减

（下转第105页）

图 4 包围型座椅

Fig.4 Encircled seat

图 5 户外座椅

Fig.5 Outdoor chair

图 6 圆盘座椅

Fig.6 Discoid seat

图 7 半月形凳子

Fig.7 Semilunar s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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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高足餐具，碗、盘、杯等食器也都开始变得玲珑

精巧。

宋代完全垂足而坐，高坐具空前盛行，椅子形式

越来越多。由于木材制作容易腐烂，仅河北巨鹿宋城

遗址出土的木椅，全高 113 cm，宽 59 cm，造型受建筑

中梁、枋、柱的影响，承托力加强，更加牢固稳重。元

代坐具多沿袭宋代。

坐具是建筑的附属，它的尺度要先取决于建筑的

室内空间，人们最初掘地为穴的简陋条件决定了席地

而坐，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居住条件改善，反映在建筑上

是斗拱、抬梁等加大了房屋的跨度和高度，这对坐具的

尺寸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影响了人们的起居方式。

4 结语

数千年来，坐具从席地到垂足，以本土特色为主，

融合了外来文化，动作虽然简单，但历经几千年，是汉

族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礼制、宗教、哲学、艺术、技术等

方面相互融合的结晶。坐具形式的变化发展对人们

的坐姿、饮食习惯、器皿造型、书写姿势、室内陈设以

及建筑空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人类文明与生活实

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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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不安定情绪。图7中大楼的立柱周围安放可组合

的半月状凳子，方便人们临时休息；当其他地方需要

时，又可移动，再行组合，是公共座椅多样化形式的体

现

[6]

。

3 结语

人际距离有助于解释个体在环境中的情绪体验

和相应的行为，特别是人们同时具有亲密性和私密性

（领域性）的双重需要

[7]

。从人际距离的角度将使用者

分类之后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公共环境中人们对于彼

此之间的距离感要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从而对座椅

的选择行为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公共环境设计中，

尽管一切设施都是公用的，但使用者的私密性需求并

不影响设施而共有化

[8]

。所以公共座椅要想充分发挥

作用，应针对不同场合对使用人群的心理需求在设计

上加以考虑。例如角落形的座椅适合双向面谈，而不

至于膝盖互碰，适合多人间的互动关系，站着的人也

不会影响邻近的通道

[9]

。座椅设计多种多样，但为众

多使用者长期使用的公共座椅进行设计，用户的心理

需求研究比新颖的造型更为重要。令使用者愿意坐

下，座椅自然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国彬.景观设计[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2] 李苒，曲敏.创造人性化户外公共座椅设计研究[J].包装工

程，2009，30（12）144．

[3] 谭巍.公共设施设计[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4] 柳沙.设计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5] 彭贤.人际关系心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6] 汤重熹.公共卫生与休息服务设施[M].乌鲁木齐：新疆科学

技术出版社，2004．

[7] 李超. 城市户外公共座椅设计[M].无锡：江南大学，2008．

[8] 鲁榕，刘晓雯.环境设施设计[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7．

[9] 汤重熹.公共卫生与休息服务设施[M].乌鲁木齐：新疆科学

技术出版社，2004．

��������������������������������������������������������������

王燕 坐具形式的演变对我国人居饮食的影响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