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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户外健身设施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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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城市户外健身设施的设计原则及细节选择。方法 从户外健身设施存在的意义出发，结

合人性化、互动性、因地制宜三大设计原则，总结户外健身设施的材料、色彩和形式等细节，并进行深

入分析。结论 城市户外健身设施既要保证安全与周到，又要照顾到不同的社会群体，点、线、面全方

位拓展，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增强人们的身体素质的基础上，满足基本的休闲娱乐需求，为更好地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创造条件。 

关键词：户外健身设施；人性化；细节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7)16-0217-04 

Outdoor City Fitness Facilities Design 

XU Lan-ting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details choice of outdoor city fitness facilities. Starting from the 

existing meaning of outdoor fitness facilities, combined with three design principles of humanization, interaction and lo-

cal conditions, it summarizes the materials, color and form of outdoor fitness facilities, and carried on the thorough anal-

ysis. Outdoor fitness facilities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city, but also take care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point, line and surfac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person, enhance people's physical 

quality, to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to create condition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

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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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

生活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拥有健康的身体，

锻炼健身成为了人们闲暇时间的重要活动内容。相较

于室内健身的时间、金钱等限制，户外健身更受人们

青睐，尤其是家庭中的老年人和儿童更是对户外健身

器材情有独钟[1]。然而，当前的户外健身设施并不完

善，问题也较多。比如，安置方式不合理、缺乏醒目

的警示标志、制作工艺欠佳、种类偏向单一等，给户

外健身活动设定了局限，加之很多时候只是大人锻

炼，儿童观望，或者儿童使用，大人观望，使用并不

充分。鉴于此，探讨户外健身设施的设计原则与方法

尤为重要。 

1  户外健身设施简介  

在我国，户外健身是人们十分钟爱的方式。作为

户外健身的主要设施，户外健身器材的重要性可见一

斑。所谓户外健身器材，其实就是安置于公共场合（广

场、社区等），方便人们进行锻炼，提高身体机能的

一些基础设备，如扭腰器、太空漫步机、健骑机等[2]。

这些户外健身器材，操作简便，维护方便，且不需要

具备训练基础即可使用，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与

身体情况、兴趣爱好等灵活选择，是提高身体素质的

重要手段。另外，有的社区利用节假日和双休日，以

户外健身器材为媒介，举办各种健身表演和比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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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邻里之间的和睦氛围，促进了社会

的安定团结，对提高社区的文化氛围和居住环境质量

大有裨益[3]。 

2  户外健身设施设计原则 

户外健身设施的设计并不是随意的、盲目的，这

是因为其有着庞大的受众群体和必须依附的整体环

境，只有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在设计中实现质的飞

跃，增大设施的实际价值。 

2.1  人性化原则 

城市户外健身设施由于受众面广，涉及各个年龄

段，在设计时应遵循人性化原则。比如，针对儿童的

户外健身器材的设计应突出“趣味性”，将儿童刚接触

的数字 0，1，2，3，4，5，6，7，8，9 以及加减乘

除号作为设计元素，通过直线与数字优美曲线的自由

组合，迎合儿童天真、活泼的特点，吸引他们的注意

力，让他们感到这不是一堆冰冷的铁块，而是一座数

学城堡，充满童趣[4]。针对老年人则要考虑到这一群

体的特殊性，尽量设计一些简单易用的健身设施，满

足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另外，男人和女人的身高

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点。在设计时，可以根据不

同的功能设计不同的套管，使用者即使有身高差异，

也可以在柱子上套用不同的单件进行自由调节。 

2.2  互动性原则 

户外健身设施并不是为个体设计的，因此互动性

同样是一个重要设计原则。无论是广场还是社区，人

们的出行并不是孤立的，朋友、同事抑或父母与子女，

结伴锻炼十分普遍[5]。健身设施除了要满足人们基本

的锻炼需求外，还应让不同人群一起使用，在共同参

与中增进交流，实现有效的人际互动，满足一定的情

感需求。这样既能够使生硬的健身器材拥有人文关

怀，还能让人们获得强身健体和交流情感的双向体

验，使设计更富内涵。 

2.3  因地制宜原则 

户外健身器材在设计时还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

则，根据实际需求设计和布置不同的类型。以社区健

身器材的设计为例，社区的实际规模是硬性标准。如

果小区封闭性较强，范围较小，可以选择合适的空地

进行布置，如果是大型社区，则要留出足够的地方对

健身器材进行集中布置[6]。在此过程中，还要考虑本

小区居民的年龄特点、生活习惯等。新建的小区多是

年轻群体或三口之家居住，设计时应在配备基础设施

的同时，多一些色彩鲜艳的环保性大型室外组合玩

具，老旧小区多为老年人居住，设计时就要从安全、

简便的角度出发，保证安全。 

 

3  户外健身设施的设计方法 

户外健身设施要想被人们所喜爱，更有效地吸引

人们参与，必须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多向考虑，做到

材料、色彩和形式的创新与统一。 

3.1  材料的选择 

不可否认，各种类型的室外健身器材的存在，大

大方便了人们的健身娱乐需求，不仅帮助使用者增加

了肌肉的力量和柔韧性，而且有效增强了平衡能力和

灵活性，提高了心肺功能。然而，当前的城市广场、

公园和社区的健身器材大多采用金属材料。这种材料

极易受天气影响，一旦遇到雨天便会变得湿滑，遇到

烈日会发烫，遇到下雪就结冰，无法满足人们的健身

需求，更有甚者还会因为使用室外健身器材而受伤，

需要到医院就诊[7]。为了解决这种不良影响，在户外

健身器材的材料选择上，设计师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受

天气影响小或者完全不受天气影响的材料，尤其是需

要和身体直接接触的关键部位，选材更要细心和精

准，既要能够对抗各种恶劣天气，又要具备很好的弹

性、柔性、抗冲击性特点，给人以安全、舒适的体验。

比如，扭腰器和太空漫步器的设计。扭腰器的转盘以

及太空漫步器的主要受力的支撑部分可以采用一些

高强度的材料，同时还要保证这些材料能够被回收再

利用，减少资源浪费，维护人类健康。需要注意的是，

在设计选材的过程中，设计师必须要充分了解各种材

质的性能和加工特点，尽量选择自然材料，并不断推

陈出新，只有这样才能将效果、内涵、思想及创意等

充分发挥出来，使设计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 

3.2  色彩的选择 

任何事物都逃离不开色彩。很多时候，人们对新

鲜事物的认知是从色彩开始的，户外健身设施也不例

外[8]。在对户外健身设施进行设计时，设计师除了要

表现其本身的功能外，还要注重装饰性，参考整体空

间的规划品质和使用人群的的审美习惯，采取合适的

色彩配合设施的形态、材料、表面肌理等客观因素，

以达到变化中有统一、对比中有调和的效果。首先，

选用明度和纯度较高的色彩。明度和纯度较高的色彩

具有良好的亲和性、识别性和关注感，能使健身器材

在整体的环境色或背景色中突显出来。比如，理智冷

静的蓝色和高贵淡雅的紫色就是不错的选择，再配合

具有警告意味的红色顶帽，能够及时提醒使用者不要

撞到顶帽。另外，在器材的底座和支架等部位，可以

选用稳重的暗紫色增加厚重感；在器材的把手、扶握

等部位，可以选用素雅轻柔的白色和黄色等浅色调，

凸显轻松与舒适。其次，色彩的选择要与周围环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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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9]。健身设施虽然只是广场和社区中的一小部分

存在，但其视觉效果直接影响着整个空间的规划品

质，因此，色彩的选择不能太过随意，必须与周围环

境相互协调，这样才能相得益彰，达到完美的视觉效

果。比如，社区的居住环境离不开花、草、树木等植

物的点缀，设计师在选择健身器材的色彩时可以在固

有的色彩上加以改变，适当选用一些代表性草木的主

调色或者一些其他色进行点缀，让健身设施在应用环

境中成为建筑色彩的补充，营造自然、舒适的氛围。

需要注意的是，健身设施的整体色彩不宜过分浓烈，

也不能过分夸张，否则会给人造成过大的视觉冲击，

反而降低了应有的效用。 

3.3  形式的选择 

以往的健身设施不仅风格单一、功能单一，还过

于理性甚至冷漠。当代的健身设施应该以丰富的形式

完善功能，使人们切身感受到设计是为他们服务的。

具体来讲，健身设施形式的选择应从针对的人群入

手，既要为青年人服务，又要照顾到老年人和儿童这

两大群体，设计多样的形式。首先，老年人健身设施

的形式。老年人是相对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需要的

不只是强壮的身体，更需要精神上的满足。从这一方

面看，户外健身设施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既能够让老

人锻炼身体，又能满足他们聊天、休闲娱乐的精神需

求。在设计时，设计师应从这一特点出发，设计出真

正适合老年人的户外健身设施[10—12]。比如，老年人

的体质弱，自我保护能力差，对外界感官功能下降，

设计户外设施时要依据人机工程学进行尺寸和形态

的设计，同时在周围放置若干便于休息的设施座椅，

配合高度适宜的前缘扶手，为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提供

便利，满足他们不同身心阶段对户外设施的要求。其

次，儿童健身设施的形式。在当前的城市户外健身设

施中，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少之又少。这一群体基本都

在使用成人户外健身器材，稍有不慎便会受伤，久而

久之，儿童便会对健身失去兴趣甚至彻底放弃使用健

身器材，因此，在设计户外健身器材时，设计师应对

此引起重视，针对儿童的性格特点和爱好设计出适合

他们的器材形式，尽可能地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比

如，儿童有着强烈的成功欲望，健身器材的设计可适

当加入一定的竞争性，让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增加互

动，满足他们渴望成功的心理。游戏性在儿童健身设

施的设计中同样重要。城市中真正能够让儿童游玩的

空间较小，为了在有限的空间内满足更多儿童的需

求，设计师可以将健身的体验过程设计成为一个游戏

体验的过程，让儿童喜欢上健身器材。再次，综合性

设计。当前，年轻家长大多忙于工作，并没有足够的

闲暇时间照顾孩子，多是将孩子交给家中的老人照

顾。从这一层面出发，在设计户外健身设施时，设计

师可以考虑将老年人的健身设施与儿童健身设施结

合在一起，形式多样化、灵活化，既方便老人的基础

健身锻炼，又满足儿童的游乐需求，这样做必定能够

获得更好的效果。 

4  结语 

在城市户外健身设施设计中，受时代、民族、个

人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影响较大，因此除了要满足基本

的实用功能外，还必须遵循人性化、互动性、因地制

宜的原则，从材料、色彩和形式 3 个方面综合考虑，

让人们能够在使用过程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和精神的

放松。作为设计师，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应兼顾健

身设施的使用价值和美学价值，去掉不必要的功能和

结构，用最简洁、最环保的设计理念，协调健身设施

与整体环境和使用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和谐中求发

展，在发展中求进步，最终找到合乎目标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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