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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休闲广场是城市居民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之一,为充分展现出场地的文化特性,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就应积

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城市文化休闲广场的景观规划设计,以提升城市文化休闲广场的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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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广场是人流集散地,也是人们了解城市的重要窗口。

其具有较强的艺术美感和丰富的自然美,充分展现了城市的

风格,可以说城市文化休闲广场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而景观设计是城市文化休闲广场设计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其实行全面优化,成为当前广场建设的主要内容。 

1 城市文化休闲广场概述 

城市文化休闲广场是居民日常生活和休闲的主要场所,

居民可在城市文化休闲广场开展文化休闲活动,其通常设置

在人流相对密集的区域,其也是市民生产、生活和文化交流

的主要场所。 

2 城市文化休闲广场规划设计原则 

2.1“以人为本”原则 

现代城市文化休闲广场是人们交往、休闲、娱乐的重要

场所,对其进行科学规划,可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和便捷的

活动空间。所以,在文化休闲广场规划设计中,应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原则,积极研究人们的环境心理及行为特征,从而满

足不同年龄和层次及职业的多种要求。 

2.2 城市空间体系分布系统原则 

文化休闲广场是城市环境中的关键部分,城市文化休闲

广场建设中,应将其纳入到城市空间的整体规划设计之中,

从而实现规划、布局、协调的全面统一,以此全面发挥出广

场的作用,让广场与城市的其他空间形成有机整体。 

2.3 继承创新文化原则 

文化休闲广场是人类文化在空间结构上的主要表现。在

设计中,一方面要继承传统,体现传统的文化,另一方面还应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以历史的视角来解读今天,在继

承的同时积极创新和发展。 

2.4 可持续发展原则 

以往的城市文化休闲广场只是片面地关注硬性景观的

设计质量,而不重视植物景观的设计,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

系,自然与生态无法有机结合。所以,在现代城市文化休闲广

场设计中,应树立全局观念,引入自然因素,进而营造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环境,创造出自由、愉悦、轻松的环境。 

2.5 个性化原则 

个性化和特色化的城市文化休闲广场,其空间结构的形

成与其空间布局即建筑、空间、地形、绿地、小品细部的雕

琢能够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生理感受和心理感受,进而为观赏

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3 城市文化休闲广场景观规划设计 

3.1 设计背景 

某规划场地通常位于城市的公共服务区域,其占地面积

一般在 3hm2左右。地形平坦,基地主要由河流、绿化、高校

小区和居住用地构成,结合场地的情况,人群流动方向主要

为西向和北向,服务对象覆盖多个年龄的人群。北面的人群

主要来源于居住小区,主要为老人、儿童,其健身、娱乐要求

较强,西侧人群主要为高校青年学生,要求该场地具有文化

休闲和娱乐运动功能。 

3.2 设计构思 

在设计中应积极融入场所感理论,让基地成为具有社会

交往及文化认同功能的场所,为实现这一目标,应将公共领

域作为核心,实现综合应用,进而改善景观品质。 

我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但是人们在设计中并不重视

传统文化,在城市文化休闲广场景观规划设计中,要为人们

构建传统与现代气息相互渗透的空间,从而为其创造良好的

心理体验。设计中,要积极展现该城市的陶瓷文化,建设内容

丰富的游园。设计师可将“青花瓷”文化休闲广场作为设计

的主题。青主要指使用对象为青年,花是生命和活力的代表,

其也充分展现了青年的主要特征,同时以多样的色彩来展示

了广场的特色。瓷是我国古代的代表,China 原意即为瓷器,

而其也是代表中国,这足以证明瓷器在中国的重要地位。设

计中将瓷器制造作为灵感,采用了瓷器制作中的“拉坯”、“旋

坯”、“施釉”、“烧坯”四个核心步骤,并与青年的特点有机

结合,将上述方法与景观设计完美融合,增强了设计的感染

力和吸引力。 

3.3 规划设计 

自然——建立层次化的空间,充分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以及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文化——结合主题,

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继承历史和文化传统,并以此

充分体现出城市的文化底蕴,提高景观的灵活性和流动性。

未来——为人们提供多个休息、交流和活动场所,进而形成

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空间,人们在公共活动中也会逐渐增

强归属感。下面将对规划设计做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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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间组织 

全面结合场地周围的环境将基地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

动感,北区静谧。动静区可利用文化休闲娱乐区作为过渡,

有效减少两个区域的相互干扰。设计人员将区域规划为五个

功能区,分别为文化休闲娱乐区、老年儿童活动区、文化游

览区、安静文化休闲区和体育活动区。 

文化休闲娱乐区分布于广场的中央,同时其也是广场内

的景观轴线,采用同心圆的方式来构建空间。设计中融合了

“拉坯”工艺,并对其进行提取和抽象画处理,使其成为广场

的重要节点,结合“拉坯”过程中泥土纵向增长的状态,为其

取名为“步步高升”。 

基地东北侧为老年、儿童活动区,其可充分满足附近居

民的需求,一方面能够有效控制和减少外界因素的干扰,另

一方面也保证了设施的使用安全。此外,合二为一的设计方

式还可为老年人照顾儿童提供较大的便利。区域设计时主要

采取多圆组合的构图方式,不同部分之间既存在着十分密切

的联系,又各自独立,从而营造了良好的艺术氛围。为了满足

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专门设置了儿童娱乐器械区、戏水

区和沙坑等。并且还为老人设置了健身器材和群体性活动的

场所。区域规划设计中全面融入了“旋坯”工艺,其也成为

了广场的主要特色,取名为“天旋地转”。 

文化游览区是公园的核心区域,并且也是陶瓷制作工艺

的集大成者,其与陶瓷制作完成后需要仔细品味相似,这一

区域主要借助抽象和具体的景观小品展示陶瓷工艺流程、陶

瓷的历史和陶瓷种类,为人们全面地展现陶瓷文化。 

安静文化休闲区主要设立于场地的南侧,以微地形和特

色植物凸显了空间的意蕴,并且也可达到屏蔽外界干扰的作

用,营造静谧的氛围。设计中充分利用了竹林、假山和休憩

座椅,为人们营造了更加舒适和清新的生活状态。结合该区

静的特征,以陶瓷制作中的“施釉”工艺来打造区域,取名为

“诗情画意”。 

体育活动区主要设立于基地的西北部,其在高校附近,

丰富了高校周围的娱乐设施,从而也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

的舞台。形态设计方面采用“圆弧和切线结合”及“多圆组

合”的构图形式,极大地丰富了空间的意境,区域内设置了篮

球场、网球场、乒乓球台和旱冰场,满足了青年的活动需求,

因与陶瓷制作中的“烧坯”流程打造节点,故而将其取名为

“活力四射”。 

(2)造景手法 

在特定的范围增强场地空间的情趣,采用多种造景方式

和怡人的园林景观环境满足人们休息、娱乐和观赏的需求,

这不仅充实了景观,而且也起到了重要的点 作用。合理应

用空间对比的手法,可发挥出小空间的衬托作用,进而凸显

主体空间。在广场主入口空间设计中,多种植物围成的半封

闭空间可起到引导人流的作用,进入到步步高升节点后,会

给人以十分宽敞明亮的视觉体验。且利用障景、隔景、漏景、

框景等方式有效丰富景观的层次。 

再者,在主入口位置,可适当栽种桂树和紫薇,从而起到

虚隔的作用。设计人员要结合景点的空间布置来设置景区。

由花架向外均可视为一幅美丽的画作。在文化游览区中,还

可设置漏窗,以增强空间的趣味性。景区当中的很多位置均

设有隔景,以实隔和虚隔的设计形式增强了空间变化的层次

性,为空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点是中国古典园林中表达意境的主要元素,该区的规划

设计中多处采用点景,展现出了区域的文化韵味,起到烘托

意境、表达主题的作用。例如,入口处设置“‘青花瓷’文化

休闲广场”题刻,全面展现出了园区的设计主旨。在园林景

观空间设计中,应有效提高实现开闭的合理性,以借景的方

式延伸空间的视觉效果,从而使空间富于变化,满足人们的

个性化需求。该基地以水域美景和滨河景观为人们打造了舒

适恬静的空间。 

在景观轴线上采用夹景与对景的手法,给人以直接鲜明

的感觉。栽植手法,孤植以观形、观叶、赏花为主,群植讲究

搭配造景。此外,在组景上注意通过疏密、高低的变化形成

帷幕、屏风式的空间界面,使景观有似连又断的流动感,似遮

又露的景深层次。植物种植讲究高低错落,形成很好的空间

感,乔木、灌木、地被的完美结合使得人工景观更近似自然

景观,达到“虽由人做,宛自天开”的境界。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文化休闲广场在城市空间中发挥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空间景观的综合品质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形象。

因此,在规划设计城市文化休闲广场时,应充分结合实际,采

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以此为人们打

造出更加实用和舒适的休闲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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