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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文化视角下的城市公共设施的体验化设计策略。方法 从城市公共设施的现实诉求与主

题定位着手，就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元素展开分析，并结合趣味、文化与人文 3 个方面特点，对城市公

共设施的体验化设计进行深入分析，总结设计策略。结论 城市公共设施产品与人的精神需求息息相关，

在实现基础的使用功能外，体现文化魅力，丰富使用体验，能够呈现高品质的作品，使公共设施拥有顽

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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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design strategy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Starting from the realistic demands and theme orientat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t analyzes the design elements of ur-

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 depth with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est, culture and humanity, and summarizes the design strategy.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produc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spiritual needs.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asic use function, it reflects the cultural charm, enriches the use experi-

ence, and can present high-quality works, so that the public facilities have a tenacious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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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在闲暇之余总是会跟各

种各样的公共设施进行亲密接触，以丰富生活和娱

乐。随着时代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公共设施已然成

为协调城市环境与人类生活的重要载体[1]。然而在现

实中，发现公共设施更多的是被大批量、标准化生产，

使得很多城市中的公共设施出现雷同化现象，粗糙的

工艺，趋同的设计，违背了现代公共设施的设计原则，

弱化了识别性，不利于城市形象的塑造，更无法传递

一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文化。事实上，作为现代化城市

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设施是一个城市精神气质的内

在体现，代表着城市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历史发

展等多方面，其设计绝不能仅局限于基础的使用功能

上，还要上升到精神层面，强调一种互动性与游戏性，

吸引大众积极地参与其中，与设施进行互动，使大众

对产品产生情感上的依赖。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

开明确的主题定位[2]。良好的主题设计总是包含诸如

文化、信仰、地理、美学、心理、生理等多种元素的，

只有将所有空间中的公共设施元素与主题相契合，才

能给人们创造难以忘怀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说，这

也是公共设施得以发展与保留的魅力所在。 

1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元素 

作为城市景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共设施自身

的视觉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视觉品质和发

展水平。为了丰富公共设施的造型、功能及内涵，实

现体验化设计，设计师必须从自然、文化、艺术 3 个

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体现公共设施多元的价值[3]。 

1.1  自然元素 

江河湖海、草木花鸟等自然元素是城市公共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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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必须考虑的自然元素，其能够改变传统公共设

施生硬和无趣的形象，使公共设施与城市的自然环境

相融合，从而丰富公共设施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

然而，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环境多有不同，因此

在具体的运用中，必须因地制宜，使自然元素与公共

设施的具体位置相契合，与周边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实现自然元素与城市整体自然环境的协调共存。 

1.2  文化元素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公共设施的设计具

有强大的丰富与启发作用。尤其随着城市建设的日新

月异，人们对城市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共设施

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必须注重文化时代性的体

现，给人们的使用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比如，传统

文化中的民俗、建筑、图纹等，这些是美化公共设施

外形的重要元素，合理使用能够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 

1.3  艺术元素 

在自然元素和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城市公共设施设
计还要充分考虑艺术元素的使用。这是因为传统的公共
设施刻板单一，毫无美感，既不能展现城市充满生机的
精神面貌，又不能引起大众的积极参与[4]。作为设计师，
必须在其中融入艺术元素，如影片、雕塑、舞蹈、图形、
歌曲等，所有有益的艺术元素都可以拿来美化公共设施
的形象，使其在具备基本的使用功能基础上，拥有良好
的审美价值，给大众以新鲜的使用体验。 

2  城市文化视角下的公共设施设计方向 

城市公共设施作为弘扬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必
须从多方面考虑，结合趣味性、文化性、人性化等设
计原则，体现城市的文化内涵，增强互动体验，强化
设计效果。 

2.1  趣味性体验设计 

在对城市公共设施进行体验设计的过程中，设计
师可以加入一些娱乐元素，满足大众喜欢自娱的需
要，从而使他们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感受设计。这就
给公共设施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计师必须从
造型、色彩、材料等方面深入分析，同时结合个性化
的思维模式，展现一个城市的文化及其风貌，从而吸
引更多的用户参与体验[5]。首先，造型方面。趣味性
的造型设计要求突破常规，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实
用与审美兼具的公共设施。古迹、雕塑、文物、文献、
绘画等形式的存在，为城市公共设施的造型设计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同时赋予公共设施以强烈的艺术
感染力，丰富了其功能，使大众更加乐于参与其中。
以公交站亭这一户外公共设施为例，设计师可以从传
统元素中寻找灵感，再配合现代的设计手法，使两者
融合，与城市的整体形象相呼应，给大众以新鲜感和

文化认同感。龙形图案是在我国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
图腾崇拜，直至今日，龙形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
神象征。鉴于此，在城市公交站亭设计中，有设计师
开始利用龙的造型进行呈现，并获得了理想的艺术效
果。为了满足大众的使用需求，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
将龙的形象抽象化并应用于公交站亭的主要结构框
架中，抽象化的符号“龙”的 S 丰富了公共设施的外在
形式，形成了一种地域文化符号语义的传达，同时预
示着外来城市的飞速发展[6]。其次，色彩方面。色彩
的设计虽然追求创新，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章法
地随意使用。具体到城市公共设施而言，每个城市都
有自己的个性风格，其色彩自然也要与整体的城市风
格相一致。比如，时尚发达的城市与历史韵味浓的城
市各自有着不同的风格，在色彩定位上也各具特色，
这就需要设计师做出有针对性的色彩设计。需要注意
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必须将色彩依附于整体
造型，通过与造型的融合展现更加强大的视觉影响
力。再次，材料方面。造型设计的物质基础是材料，
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材料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存
在价值。温暖与寒冷、粗俗与高雅等都是通过不同的
材料来展现的。结合文化元素来选择材料，能够在满
足人们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完成地域文化的表达。有
了造型、色彩与材料的个性化表达，城市公共设施的
设计便在个性中增添了几分趣味性，有利于大众的积
极参与，达到体验化设计的目的。 

2.2  文化性体验设计 

文化性设计是指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必须遵

循城市特有的历史文脉。因为每个城市的发展都是建

立在自身的历史文化基础上的，缺乏文化的渗透，一

切事物都是没有灵魂的。这就要求设计师必须从文化

角度出发，找到能够代表城市形象的文化元素，促使

大众形成一种亲切感，从而更加愿意去体验与使用。

首先，融入主流文化[7]。公共设施是一种文化载体，

其在实现基本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多会借助恰当的造

型、色彩、材料和工艺等进行文化的展现。这种主流

文化隐含在人们的生存空间中，并以物化的形式反映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其融入公共设施设计能够使大

众产生文化认同感。其次，结合生态环境。复杂多变

的自然环境造成了城市独特的面貌，有的冬夏分明，

有的常年寒冷，有的四季如春，因此，在进行公共设

施设计时，为了提升体验价值，设计师需要从城市的

生态环境入手，结合当地的日照、气温、风向、降雨、

湿度以及地形特点进行全面考虑，科学使用材料和色

彩等元素，同时还要对周围植被进行合理规划，选择

与当地环境气候相一致的植物，从整体上形成绿色生

态设计，给人们以身心舒爽的体验[8]。再次，尊重人

文环境。环境不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同，甚至同一

城市的不同区域，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的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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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种人文因素同样是城市文化视角下公共设施设计

必须遵循的，因此，设计师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增

加公共设施的人文关怀，满足人们安全、交往、审美、

舒适、发展等多方面的需求，为大众提供安全方便的个

体活动场所，同时还要保障开放性与社会性，形成一个

完整的接收新的社会文化信息的城市空间系统。 

2.3  人性化体验设计 

在当前社会，人人平等、尊重个人权利的观念深

入人心。同样，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与设计也要从这

一点出发，体现对人的关怀，关注人的生理需求和心

理感受[9]。作为设计师，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应该时

刻贯彻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进行人性化的设计，既要

照顾到老人、儿童、孕妇，又要照顾到残疾人等弱势群

体，将设施的使用者拓展到更加广阔的范围。首先，多

元化。从人们的身心状态和文化思想上看，在性别、年

龄、职业、生理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设计师应采用多

种解决方法让所有使用者方便使用，如视障者可听响铃

或触碰地板磁砖凸起点；听障者可看闪光灯等，最终实

现不同能力的人都可以使用的目标。其次，易用化。容

易理解又便于操作的公共设施是大众最根本的要求，这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使用者对公共设施的有效性及满

意度的使用感受，因此，设计师必须将此作为基础，以

线条的形式进行造型设计，尽量省去繁杂的文字说明及

步骤程序，引导使用者正确简便使用，如此才能更好地

提高设施的使用率，满足多元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对易

用性的要求[10—11]。再次，集约化。在部分城市的公共

设施设计中，仍然存在闲置、分散、比例失衡等问题，

阻碍了大众的使用。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设计师可

在闲置空间的规划中，将公共设施与公共空间进行连

结，将公共设施的社交功能放大。同时，针对不同的人

群还要设计多样化的设施，如有高有低的扶手，便于老

人和儿童使用；设置显眼的辅助设备，让残障人士在走

路时能适时利用。以座椅的设计为例，设计师要充分考

虑人们在沟通与使用中的实际情况，避免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过于紧密而产生不便，发挥公共场域中的社交性。

总之，在维护有限空间的基础上，增进使用的流畅度，

提高使用效率。 

3  结语 

作为城市文化载体，公共设施与人的关系十分密

切，其在使用功能和艺术风格上的特点，能够从侧面反

映出人们的生活特征，是一座城市发展进程中值得重视

也必须重视的方面。在当今社会，城市的公共设施设计

要紧扣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需求，围绕产品的形式和功

能，挖掘新的文化特征，寻求传统与现代文化符号的统

一。这就要求设计师必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从城市的

文化特色及其发展规律着手，结合大众对产品的需求、

审美及认知，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设计出文化内涵浓

厚且利于互动的趣味性、文化性与人性化并存的公共设

施产品，便于人们使用，服务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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