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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设计领域对居住者情感需求的深入探索,建筑空间布局在塑造情感共鸣中的作用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分析了建筑空间布局中的色彩、光与材质以及形态与空间居住者的情绪与

心理健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增强居住者情感共鸣的空间设计策略,

既考虑了美学价值,也重视了情感需求的满足,以期为未来的建筑设计提供实证基础和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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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emotional needs of residents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the role of architectural space layout in shaping emotional resonance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color, light and material in the layout of architectural spaces, as well as the emotion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occupants of the space.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case studies, a series of spatial 

design strategies aimed at enhancing the emotional resonance of residents are proposed, which not only consider 

the aesthetic value,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emotional needs, in order to provide an empirical 

basis and innovative perspective for fu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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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不仅仅是遮风避雨的物理结构,更是承载人类情感和

记忆的容器。在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空间的情感需求日益增长,

期望通过居住环境获得精神的慰藉和情感的共鸣。建筑空间布

局和设计不仅影响人的行为模式,更深刻地触及人的情感世界。

空间布局的巧妙安排、色彩的和谐搭配、材料的精心选择以及

光线的适度运用,都能极大地影响居住者的情感状态和心理健

康。这种深度的情感共鸣不仅提升了居住者的生活质量,也为建

筑设计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随着社会对精神生活质量追

求的不断提高,建筑设计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创造出能够触动

人心、与居住者产生情感共鸣的空间。 

1 建筑空间布局的定义与要素 

建筑空间布局是指在特定环境条件和建筑设计原则指导下,

对空间功能区域、流线、以及相互间关系的合理组织和配置。

它是建筑设计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着建筑物的使用功能、美观

性以及居住者的心理感受和生活质量。建筑空间布局不仅包括

房间和区域的物理排列,也涉及光照、通风、视线、材料、色彩

等多方面的综合考虑,旨在创造既符合实用功能又能激发居住

者情感共鸣的空间环境。 

建筑空间布局的主要要素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功

能性布局,这是建筑空间布局设计的出发点,根据建筑的使用目

的和需求,合理划分空间的功能区域,如生活区、工作区、休闲

区等,确保每个空间能满足其预定的功能需求。二是流线设计,

涉及人在空间内的移动路径,包括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

通行效率和舒适度。良好的流线设计可以减少空间使用时的拥

挤感,提升空间的使用效率和舒适性。三是空间关系,指不同空

间功能区域之间的相互位置和联系,包括空间的开放性与私

密性、动静分区、视觉和声音的连续性与隔离等。通过科学

的空间关系配置,可以增强空间的居住舒适度和情感体验。四

是光照与通风,自然光照和良好的通风条件对居住者的健康

和情绪有着直接影响。五是材料与色彩,使用的材料和色彩不

仅影响空间的美观性,也影响着居住者的心理感受。不同的材

料和色彩可以激发不同的情感反应,对提升空间的情感共鸣有

重要作用[1]。六是细节设计,包括家具的选择与布置、装饰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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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等。这些细节虽小,却能极大地影响空间的美学效果和居住

者的情感体验。 

2 设计元素对情感共鸣的作用 

在建筑和室内设计中,每一种设计元素都承载着创造情感

共鸣的潜力。色彩、形态、光照以及材质不仅塑造了空间的视

觉美感,更深层次地触动了居住者的情感世界。这些元素的巧妙

运用能够显著提升空间的情感价值,进而影响居住者的心理健

康和生活质量。 

2.1色彩使用在情感共鸣中的应用 

色彩的力量在于其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和情绪。设计中

的色彩运用不仅要考虑美学原则,更要基于色彩心理学的理论,

以达到预期的情感效果。例如,温暖色调的空间可以营造出亲切

和舒适的感觉,适合家庭和休闲的场所；而冷色调则给人以清新

和专注的感觉,适合办公和学习的环境。通过对色彩的深思熟虑

选择,设计师能够在无形中操控空间的情绪基调,激发居住者的

正面情感,如安心、愉悦和激情。 

2.2形态与空间布局的情感影响 

空间的形态和布局设计是情感共鸣的另一关键因素。流畅

的线条和开阔的视野可以带来自由和解放的感觉,而紧凑的布

局和曲折的路径则可能营造出私密和神秘的氛围。设计师通过

对空间形态的创意构思,能够引导居住者的行为和情感体验,创

造出既满足功能需求又具有情感价值的空间。例如,采用圆形或

曲线形的设计元素,可以软化空间感觉,营造出更加温馨和包容

的氛围[2]。 

2.3光照与材质选择的情感效应 

光照和材质的选择对于创造情感共鸣的空间同样至关重

要。自然光的引入不仅能够改善空间的物理属性,如视觉舒适度

和节能效果,还能提升居住者的情绪,创造出更加活力和积极的

空间氛围。同时,材质的质地、颜色和温度等特性,能够直接触

及居住者的感官体验,进而影响其情感状态。通过精心选择和应

用各种材质,设计师可以在空间中植入温度和触感,增加空间的

情感深度和富有表现力,使空间不仅仅是视觉的艺术品,更是情

感的港湾。 

3 案例研究分析 

3.1居住空间设计案例分析 

在北京的心脏地带,“朝阳门公寓”项目脱颖而出,成为了

居住空间设计的杰出案例。“朝阳门公寓”的客厅设计宽敞明亮,

巨大的落地窗不仅为室内引进了充沛的自然光线,也拓展了视

野,让整个空间显得更为开阔。在材质和色彩的选择上,设计师

偏好使用温暖的木质材料和米白色调,与简约却温馨的装饰相

搭配,共同营造出一种让人感到平静与放松的氛围。这种设计理

念的实施不仅美化了居住空间,更关键的是,通过对色彩、材质

和光照的精心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居住者的情感共鸣,使“朝阳

门公寓”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场所,而是成为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真正意义上的家[3]。 

3.2公共建筑空间设计案例分析 

上海天文馆的设计展示了如何在公共空间中实现情感共鸣

和科普教育的目的。设计团队通过创新的空间布局和先进的建

筑技术,创造了一个既能激发公众好奇心也兼顾舒适体验的科

普教育场所。馆内利用流动的线条和未来感的设计元素,营造出

探索宇宙奥秘的氛围。 

该天文馆空间布局的重点考虑了如何通过建筑和展览设计,

将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情感体验相结合。例如,通过变化的光影效

果模拟宇宙现象,让参观者在视觉和情感上都能有深刻的体验。 

3.3商业空间设计案例分析 

杭州的“余杭塘上书院”是一个结合了商业和文化功能的

空间设计案例,展示了如何在商业空间中融入情感设计,创造出

既有商业价值又能促进文化交流的环境。该项目位于杭州市余

杭区,书院空间设计的目的是提供一个集阅读、学习、交流于一

体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商业综合体。 

“余杭塘上书院”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商业空间的功能性和

情感共鸣的重要性。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在选购书籍的同时

享受阅读的乐趣,也可以在咖啡区域与朋友进行轻松的交谈。设

计师通过灵活的空间规划和细腻的材料选择,成功地将商业活

动和文化体验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强烈社区归属感

和文化氛围的场所。 

4 建筑空间布局设计策略与方法论 

4.1基于情感共鸣的设计原则 

首先,设计师需要深入理解色彩、材质、光照和空间布局等

元素如何影响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通过将这些理解融入设计

原则中,可以创建出既美观又能触动人心的空间。例如,色彩不

仅要考虑视觉效果,还要考虑其能够激发的情感反应,选择能够

促进积极情绪的色彩组合。在材质选择上,优先考虑那些能够提

供温暖、舒适触感的自然材料,如木材、天然石材等。光照设计

不仅要满足功能需求,还要创造出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氛围,如

通过自然光的引入和灯光的层次搭配增强空间的温馨感。空间

布局应注重促进人际互动和提供私密性,以满足不同居住者的

情感需求。 

4.2创新设计方法与技术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设计方法和技术为实现情感共鸣提

供了更多可能性。例如,数字模拟技术可以在设计初期预测空

间的情感影响,帮助设计师做出更加精准的设计决策。此外,

智能家居技术的融合能够根据居住者的情感状态调整环境,

如通过光照、音乐和室温的自动调节来增强居住舒适度和情感

体验[4]。 

4.3可持续设计与情感共鸣 

在追求情感共鸣的设计过程中,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一个不

可或缺的考量。通过将可持续设计原则融入建筑和室内设计中,

不仅能够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还能提升居住者的幸福感和生活

质量。这种设计方法论不仅关注物理空间对人的直接影响,还关

注长远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可持续设计与情感共鸣的设计包含

以下几方面。第一是选择对环境友好的材料,选择可再生、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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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的材料,如竹材、回收木材等,这些材料不仅减少了对环

境的负担,其自然质感和美观性也能直接提升空间的舒适度和

情感共鸣度。第二是将自然光和通风做到最大化,设计师在设计

时优先考虑自然光照和良好的通风条件,不仅能降低能耗,减少

对人工照明和空调的依赖,还能创造更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

促进居住者的身心健康。三是室外与室内的连接,通过设计加强

室内外空间的联系,如设置大面积的窗户、户外庭院或阳台等,

让居住者能够更容易接触到自然,增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从

而提升整体的居住体验。四是能源和资源的高效利用,设计师

运用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计方法,如太阳能利用、雨水回收系

统等,不仅表达了对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也体现了对未来居住

者负责任的态度,这种责任感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

的源泉[5]。 

5 挑战与展望 

5.1当前设计实践中的挑战 

在当前建筑空间布局的设计实践中,存在的挑战主要有以

下几点,第一是成本与预算限制,高质量的材料和先进的建筑技

术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成本,这对于预算有限的项目来说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如何在有限的预算内实现情感共鸣和可持续设计

的目标,是设计师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第二是用户需求的多样

性,居住者的情感和心理需求高度个性化,如何在设计中兼顾不

同用户的需求,创造出既具有普遍吸引力又能满足个体差异的

空间,是设计过程中的一大挑战。三是技术与创新的平衡,虽然

新技术和创新方法为设计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但如何在保持设

计的创新性和前瞻性的同时,确保技术的成熟可靠和用户的接

受度,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5.2未来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 

建筑空间布局的未来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点：一是跨学科研究的深化,建筑设计、心理学、环境科学等

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将为理解空间设计如何影响人的情感和

心理提供更深入的洞见。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将成为未来探索情

感共鸣空间设计的重要趋势。二是智能化设计的应用,随着人工

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化设计将在未来的空间设计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6]。通过智能技术收集用户的反馈和行

为数据,设计师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用户的需求和偏好,实现更加

个性化和动态的空间设计。三是可持续与情感共鸣的整合,随着

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视,将可持续设计理念与情感共鸣

的设计目标相结合,将成为未来设计的一个重要方向。探索如何

在减少环境影响的同时,创造出能够促进人的情感健康和幸福

感的空间,将是未来设计领域的关键挑战和发展方向。 

6 结语 

在构建空间时,将建筑和设计的物理形态超越为情感和心

理的共鸣场域,不仅是一场对美和功能的追求,而且是深入人心

的艺术创造。通过精细的色彩运用、形态设计、光影搭配与材

料选择,空间不仅成为居住和活动的场所,更成为情感交流和心

理健康的滋养地。这种设计哲学强调了环境对人内心世界的深

远影响,指引着我们朝向更加人性化、情感丰富和可持续发展的

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呼唤着设计者、建筑

师以及所有相关人员共同探索,以创新的思维和技术,塑造出能

触动人心、提升生活品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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