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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从互动理念出发，研究老年公寓景观设施设计的思路和方法，以改善老年人的室外活动环

境，丰富老年人的闲暇生活。方法 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心理与行为特征，提出老年人与景观设施的 3

种互动方式，即感官认知互动、情感体验互动和行为参与互动，并通过实践案例来展示遵循互动理念

进行的老年公寓景观设施设计的 3 种方法，即感官刺激法、情感共鸣法和参与改变法。结论 将互动理

念引人老年公寓景观设施设计中，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的感知能力，促进老年人的情感交流，鼓励老年

人的社会交往，而且能让景观设施更具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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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concept, it studi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landscape facilities design for the elderly

apartment to improve the old people's outdoor environment and enrich their leisure life. According to the physiological, psycho-

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it proposed three interactive ways of the elderly and landscape facilities:

sensory cognitive interaction, emotional experiential interaction, behavioral participatory interaction, and through the practical

design cases to display three methods which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concept: sensory stimulation, emotional resonance, partici-

patory change. It makes the interactive concept into landscape facilities design for the elderly apartment, which not only can im-

prove the old people's sensing capability, promote their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encourage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 also can let

the landscape facilities more 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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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 1999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已成为世界

上老年人最多且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养老问题

日益受到关注。随着养老模式和养老观念的转变，

老年公寓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养老的选择。作为老

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场所，老年公寓的生活环境与

配套设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品质。由

于老年人生理机能的衰退和环境适应能力的下降，

使他们更需要与周边的人、物、环境进行交流互动，

尤其是身在老年公寓中的老人，孤独感更加明显，

因此，这里从产品设计的角度研究如何根据老年人

的生理、心理、行为特征，创造适合老年人交往的

互动性景观设施，让老年人更好地参与室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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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幸福感。

1 互动理念与老年公寓景观设施设计

1.1 互动理念

“互动”是指事物或系统间通过相互作用产生

积极影响，从而达到良性互动状态的过程

[1]
。设计领

域内的“互动”有着相当广泛的范畴，是在多种学

科交叉点上产生的理念，它涉及到产品设计、视觉

传达设计、媒体艺术设计等学科。产品设计中的互

动理念强调用户与产品系统的互动，以及系统中主

体与客体之间信息的表达和传递，从而使用户得到

愉悦的使用体验。

1.2 老年公寓景观设施设计

老年公寓是指专供老年人集中居住，符合老年人

体能心态特征的公寓式老年住宅

[2]
。作为老年群体生

活的空间载体，老年公寓应配置优质的景观设施，以

提高老年人参与室外活动的积极性，增进老人间的感

情，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这里的景观设施是指为满

足老年人进行室外活动、娱乐休闲、情感交流等需求，

具有艺术美感和特定功能的产品。老年人对居住环境

有着特殊的要求，应根据老年人的生理机能、精神需

求设计景观设施，在产品设计研发过程中，重视产品

与老年人的互动和交流，通过带给老年人积极的用户

体验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3]
。

2 老年人与景观设施的互动关系

通过分析老年人的生理、心理、行为特征，提

出感官认知互动、情感体验互动、行为参与互动 3
种老年人与景观设施互动的方式。

2.1 感官认知互动

人与景观设施的互动过程，主要是通过感觉器

官的参与来完成对信息的感知，而感知包括感觉和

知觉两个层面。感觉是人通过感觉器官对景观设施

的初始体验，是对外界刺激的最直观感受，知觉是

对感觉信息进行解释的高级认知活动。感官认知互

动是指景观设施所承载的信息与人的感官及知觉的

互动。老年人生理机能的衰退导致了对外界环境信

息感知能力的降低，可以在确保生理安全的前提下，

为老年人提供适度的外在刺激，使老年人、设施和

环境间产生良性互动，以减缓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

发生的退行性变化，增强其对环境的认知能力。

2.2 情感体验互动

由于生理机能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社会

角色的改变，老年人内心比较脆弱，易产生孤独感、

失落感、自卑感等心理问题。在老年公寓景观设施

设计中，简单的功能创新已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心理

需求，基于精神层面和情感体验的需求已成为共同

关注点

[4]
。设计师需要考虑产品带给老年人愉悦的情

感体验

[5]
。情感体验互动是通过多元互动的产品设计

有意识地激发老年人的某种情感，使之与设施产生

积极的互动，并形成良性体验存储于大脑中。当这

种体验积累到某一刺激点时，就会引起老年人的心

理共鸣。老年人与景观设施在情感上的共鸣取决于

设施的设计是否能激发这个刺激点。

2.3 行为参与互动

老年人的行为活动具有聚集性、时段性、地域性

等特征，喜欢在互相合作和共同参与的过程中达到语

言、行为的交流，进而产生一种默契的关系。行为参

与互动是在产品设计中增加景观设施的可参与性，诱

导老年人以各种行为方式积极参与景观活动，从而与

景观设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带来人与人之间的

积极互动。老年人可以通过参与互动，改变设施的形

态或功能，从而增加产品使用的弹性空间，使更多的

老人参与到室外活动中，扩大社交范围。

3 基于互动理念的老年公寓环境设施设计

方法

根据老年人与景观设施的互动方式，笔者通过

以下 3 种设计方法，对长沙市的老年公寓景观设施

进行了一系列设计实践，希望对改善老年人生活环

境，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有所启示与借鉴。

3.1 感官刺激法

感官刺激法是将互动理念融入景观设施设计

中，通过充分调动老年人的五官感受，给老年人的

感知系统以适度的刺激，并运用一些弥补性措施使

老人得到美好与难忘的感知体验。

1） 柔和的视觉刺激。视觉是人体感知周围环境

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老年人眼内晶状体调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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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下降，对光线和色彩的感知能力较弱。如老年人

在辨别黄、橙和红时，比辨别紫、蓝和绿要容易得多

[6]
。

烟花广场灯见图 1（文中图片均由笔者绘制）。灯柱内

部安装了超声传感器，有人靠近时，灯柱上的 LED
灯会有节奏地闪烁橙、红或黄色光，附近活动的人越

多，灯的闪烁频率越高，烟花的形象越完整。湖南盛

产烟花，暖色调的互动灯不仅易于老年人感知，而且

还能给老年人带来温馨感和归属感。

图 1 烟花广场灯

Fig.1 Fireworks square lamp

2）舒缓的听觉刺激。老年人听力衰退主要表现

为：经常性短时间失去听力和对高频声不敏感。可

以利用水声、风声、动物叫声、人工音乐等低音频

长时间的柔和声音缓解老年人的心理情绪，促进他

们的听觉感知能力。音乐漫步廊设计见图 2，两侧廊

柱上装有感应器，能根据老人的行走速度，播放不

同旋律和频率的轻音乐。优美舒缓的音乐，蜿蜒变

化的长廊，绿意盎然的植物，有助于老年人缓解大

脑疲劳，放松心情。

图 2 音乐漫步廊

Fig.2 Music promenade

3）亲切的通感刺激。虽然老年人通过触摸、闻

味、品尝来辨别事物比较缓慢，但是也是接收环境

信息的重要补充。可以把不同感官的感觉沟通起来，

将触觉、嗅觉、味觉元素加入到互动过程中来弥补

视觉和听觉的衰退。笔者利用植物的自然亲和力与

“园艺疗法”的复健方法，设计了一款康复花架，

见图 3。花架可以根据需要旋转和移动，悬吊式花盆

也可以随意调换位置，无论是站立、弯腰或坐着，

老人都能轻松地完成养花的动作。设计让老人近距

离触摸以感受不同植物的质感，通过闻嗅花香提神

图 3康复花架

Fig.3 Recovery flower stand

静气，通过观赏花卉调节心情。运用综合的感官刺

激，形成良好的互动体验。

3.2 情感共鸣法

共鸣是人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高层次的心

理现象，是人的情感体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发生

的一种心理上的相通反应。通过调研，笔者从最易

激发老年人情感共鸣的刺激点出发，探讨景观设施

设计的方法。

1）亲情感的释放。具有亲和力的设施很容易与

人们产生情感共鸣。老年人特别喜欢和晚辈尤其是孙

辈交流感情，享受儿孙环绕、其乐融融的气氛，并且

把它当作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所在，但多数老年人由于

机体衰老不能与孙儿亲密拥抱，难以享受这种天伦之

乐。为了让老人能轻松拥抱孩子，体验温暖的亲情，

笔者设计了拥抱椅，见图 4。椅身由主椅和副椅组成，

老人倚靠在环抱型的主椅中，孩子坐在副椅中如同坐

在老人腿上，只要旋转副椅，老人便可从任意角度拥

抱自己的亲人。这样老人就能与孩子进行长时间的亲

密互动，释放内心渴望的亲情感。

图 4 拥抱椅

Fig.4 Hug chair

2）怀旧感的导入。老年人普遍“恋旧”，对过

去所熟识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或旧物件极为依恋，

希望为过去的记忆寻求一把开启的钥匙

[7]
，在回忆中

找到往日生活的珍贵片段。把能调动老年人情感细

胞的“怀旧”元素导入景观设施设计中，旧物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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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人在使用设施时产生愉悦的体验，生成美好的

记忆，完成情感的互动。老式自行车健身器见图 5，

将老人熟悉的旧生活用品按原比例制作成健身设

施，并通过设施内部的发电装置将健身产生的机械

能转为景观照明用电，让老人在回忆快乐时光的同

时，达到健身、节能、美化环境的多重目的。 

 

图 5  老式自行车健身器 

Fig.5 Old bicycle exercise machine 

3）趣味感的激发。将趣味性的互动设计融入景

观设施之中，可以增加产品的情趣，激发老年人的

好奇心，唤起老年人的情感共鸣

[8]
。纽带摇椅见图 6，

将单纯的休憩活动变成了充满乐趣的交往活动。摇

椅如同一条纽带，为人际互动提供了方便，较好地

实现了老人间的情感交流。 

 

图 6  纽带摇椅 

Fig.6 Bond rocking-chair 

3.3   参与改变法 

参与改变法是指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条

件、意愿和需求改变设施，通过行为上的相互配合

和共同参与，来促进老人在互动中完成参与体验，

满足他们通过自我劳动获得的成就感与愉悦感。根

据老年人参与活动的不同程度，可把参与形式分为

主动参与、被动参与和旁观参与

[9]
。 

1）主动参与改变。设计师通过设计诱导老年人

参与室外活动，并激发其创造性潜力，与景观设施

直接互动，主动改变设施的形态或功能。象棋凳见

图 7，老年人喜欢下棋和观棋，将坐凳设计成象棋子，

坐凳之间可通过组件相互连接形成一个整体。老人

不仅可以移动坐凳来进行对弈互动，而且还可以自

由组合棋子，创作出多种不同形式的坐凳。通过老

年人的参与再造活动，使坐凳的趣味性、装饰性和

沟通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图 7  象棋凳 
Fig.7 Chinese chess stool 

2）被动参与改变。可以设计些需要两人或多人

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室外活动的景观设施，让老人被

动地接受设施所发出的诱导参与信息，并通过协作

使用设施，在共同参与室外活动的过程中，实现信

息交换和情感交流，达到人际的良性互动，营造良

好的交往氛围。双人健身器见图 8，笔者特意设置需

要两人配合的健身动作，使老人通过协作参与具体

的动作，健身器为老人间的“对话”创造了可能性。 

 

图 8  双人健身器 

Fig.8 Two-man exercise machine 

3）旁观参与改变。人与人的交往不一定是语言

的交谈，视线交流也是一种互动。对于老人来说，

即使坐在一旁晒太阳看着别人活动也是一种愉快的

参与方式。观景椅见图 9，暖阳下，看台上可自由移

动的椅子，可折叠的椅背，巧妙的储物空间，为老

人创造了一个灵活而舒适的观景环境。 

 

图 9  观景椅 

Fig.9 Viewing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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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

年人应得到更多的人文关怀

[10]
。景观设施是老年人

进行室外活动的必备道具，是体现老年公寓环境景

观人性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设计师应根据老年人的

生理、心理、行为特点，为老年人提供适度的感官

刺激，探寻老年人的情感共鸣点，增加景观设施的

可参与性，在老人、设施、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良

性的互动关系。实践研究发现，将互动理念引入老

年公寓景观设施设计中，是唤起老年人的参与行为、

促进感官认知、激发情感共鸣的有效方法，有助于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增进老年人的情感交流，

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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