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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心理学在居住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李沛文
(浙大城市学院国土空间规划学院ꎬ浙江杭州　 ３１００１５)

　 　 [摘　 要]本文以建筑心理学理论为引子ꎬ在探讨居住空间设计的人性化改善议题的同时ꎬ
通过理论与实证的研究ꎬ寻求优化方案以及人性化解决策略ꎻ基于建筑心理学理论ꎬ在深入剖析

居住空间和人们的心理行为的关系后ꎬ发现居住空间设计的缺陷ꎬ并进一步考察设计的不足对

生活质量的消极作用ꎻ并依托居住空间开展多种类型实证的研究ꎬ从多角度分析建筑心理学应

用于实际居住空间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ꎻ进一步进行实例对比分析建筑心理学运用的效果ꎬ验证

并表达建筑心理学在设计空间中的应用ꎻ并总结提出改进意见与对未来的发展方向ꎻ以期在解

决问题的同时ꎬ在住宅空间优化设计中体现出人性化设计的重要性ꎬ同时呼吁设计单位在今后

的住宅设计和建设中关注人的心理需求ꎬ为今后的住宅设计提供一个更加客观且理论的依据ꎮ
本文旨在分析出ꎬ目前在住宅设计中往往只注重空间设计的优化ꎬ却忽视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和

解决住宅设计的人性化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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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建筑心理学是建筑学与心理学相互交叉的学

科ꎬ主要研究建筑环境对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及其

规律ꎬ它强调通过对建筑的空间形态、肌理材质以

及光环境等条件作用于人的感觉、心理及行为方式

发生有机反应ꎬ改善空间环境的人居体验ꎮ 建筑心

理学在居住空间设计中ꎬ主要应用于对居住空间的

心理需求认知规律的分析ꎬ从而明确居住空间设计

从传统的建筑功能性分析向心理需求引导设计的

转变ꎮ
目前在空间设计实际应用中ꎬ存在一些对设计

中人性要素考虑不足的问题ꎮ 从功能角度出发ꎬ更
多地强调指标的合理数值控制而较少考虑空间的

布置对于使用节奏的引导ꎻ将一些固定和传统的设

计模式生搬硬套ꎬ从而使空间设计的样式缺乏自适

应性和个性化ꎻ而更严重的是ꎬ在现代高层住宅中

普遍存在的一些空间异化的问题ꎬ表现出机械化的

空间设计对于人类天性的空间分配与空间需求之

间的矛盾冲突ꎮ
基于上述问题ꎬ本文以解决“建筑心理学在居

住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为研究目标ꎬ以研究及实践

为手段ꎬ结合具体实例研究探讨空间形体要素与心

理维度要素之间的关系ꎬ对心理效应评价模型中的

空间尺度、视线的通视程度、领域意识等要素对一

般居住建筑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与探讨ꎬ进而提升

建筑空间中人们对一般居住建筑的使用体验和建

筑本身的空间形态ꎬ以期为解决目前建筑室内空间

中缺少人情味、缺少感情为目的的空间设计创造性

的问题提出研究依据ꎬ促进设计从感性物理的空间

形态设计(即强调设计要素的物理属性)到感性心

理的空间形态设计(即强调对人的心理影响)ꎬ对解

决当今城市化背景下人们所面临的一些居住空间

人文感缺失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ꎮ
一、概念简述

环境心理学是研究人的行为与周边环境相互

影响的学科ꎬ是心理学的分支ꎬ也是建筑心理学的

基础ꎬ研究范围包括环境行为学、认知心理学以及

格式塔心理学研究ꎮ 建筑心理学从认知心理学角

度出发ꎬ主要基于“空间尺度”和“空间形态”视觉信

息ꎬ通过视认系统形成“心理图式”ꎬ如勒柯布西

耶认为空间尺度符合人体尺度可使空间体验更加

舒适ꎻ在空间方法学上是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

合ꎬ运用眼动仪、心理测量和行迹轨迹记录等方式

探索分析色彩的亮度、材质的触感、声音的音量等

５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总第 ２ 期)第 １ 卷 艺术学刊 ＩＳＳＮ: ３０８０￣０４２０

刺激所唤起情绪波动的强度程度ꎮ 而在当下建筑

设计的实践中ꎬ人们偏爱将建筑心理学提炼为符号

应用到形式设计中ꎬ却忽视建筑空间中形式与功能

和行为之间的不对应ꎬ该问题正是当前心理学研究

和建筑设计亟待面对的ꎮ
家庭是人类主要的建筑生活空间ꎬ人类在家所

占时间比重最大ꎮ 建筑设计是否有利于家庭儿童

的心理发展、影响人们的情绪以及人与人和谐共处

等心理学问题是设计应该认真考虑的ꎮ 对于这种

考虑不能停留在科学的“知觉连续性”ꎬ更要考虑行

为的“可预见性”ꎬ如玄关功能的过门设计就有必要

考虑人们从公共领域走向私密的心理要求ꎬ玄关的

进深中越深越低的侧向照明在视觉上要求符合视

网膜锥体适应曲线ꎬ从知觉方面研究中统计可得

知ꎬ采光越好的家ꎬ人的抑郁自评量表的评分数越

低ꎬ这正体现了韦特海默完形理论“空间的整体环

境刺激”的重要性ꎮ 但目前市场上流行的住宅设计

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错误ꎬ对容积率的追求以及高密

度引发人们“空间压迫感累积”的空间特征ꎬ标准化

小户型没有根据发展心理学中生命周期阶段设计ꎬ
“智能家居”感官过度导致的“认知疲劳”都说明了

空间生产逻辑和心理需求本身的矛盾ꎬ都需要建筑

心理学的整体参与ꎬ需要设计方式的根本改变ꎮ
二、案例分析

(一)理论分析研究

表 １　 相关案例分析

序

号
案例名称 问题描述 影响分析 改进策略

１
某办公大楼

的改造

原有办公大

楼无法满足

现代办公需

求ꎬ员工反

映办公环境

压抑ꎬ缺乏

工作激情

空间布局不

合理ꎬ缺乏

休息和交流

空间ꎬ光线

和色彩运用

不当

改造后空间

布局合理ꎬ
增加休息与

交流区ꎬ合
理运用光线

和色彩提升

效率和心情

２
某城市人口

建筑环境影

响的调查

居住地面积

与焦虑水平

负相关ꎬ卧
室布局、居
住朝向、建
筑类型与焦

虑水平相关

居住空间设

计影响居民

心理健康

合理照明设

计、空间布

局和功能分

区ꎬ减轻焦

虑个体紧张

和焦虑

　 　 续表 １

序

号
案例名称 问题描述 影响分析 改进策略

３
北京居民生

活方式研究

北京居民居

住空间设计

需求变化ꎬ
有孩子的家

庭对社交住

房需求增加

居住空间设

计需要满足

不同家庭个

性化需求

以用户为中

心的设计提

供舒适、便
捷的居住环

境

４
某城市公园

景观桥

桥身设计复

杂导致眩晕

感ꎬ桥面材

料反光ꎬ缺
乏休息设施

和指示标识

视觉不良导

致游客通行

不便

简化桥身设

计ꎬ使用防

反光材料ꎬ
增加休息设

施和指示标

识

建筑心理学研究在建筑中人的主观与客观之

间的相互作用规律ꎬ在居住空间设计上都有实际的

帮助作用ꎬ环境行为学中提到空间设计和人的行为

存在密切联系ꎮ 本例(见表 １):改造前ꎬ某办公楼走

廊原本设计为完全密闭间隔型ꎬ限制了各处员工之

间的沟通ꎮ 改造后ꎬ引进办公开放区以及小型私密

的讨论区ꎬ可改善空间明亮度 ３７％ꎬ降低员工的压

抑感ꎻ色调学的研究表示 ４８０ ~ ５００ ｎｍ 冷色可降低

皮质醇的产生ꎬ这与本例中ꎬ墙色的变换使员工焦

虑指数下降 ２１％相吻合ꎻ最后ꎬ密度研究对空间区

域大小与每个区域的心理产生影响ꎬ表明每个人的

居住面积如果低于 ９ 平方米ꎬ焦虑感就会显著增高ꎬ
这与居住面积和焦虑成负相关情况的相关性比较

一致ꎮ
就目前居住空间设计的成果来看ꎬ本征性和外

部性功能之间缺乏合理的平衡ꎮ 对感官系统的本

征性和外部性刺激之间缺乏平衡ꎮ 本征性方面ꎬ场
景的构造方式影响到视觉上的眩晕感(视觉认知负

荷)、材质属性选择不当会带来的眩光、色光过多等

(人类的视网膜偏好在 ３００ ~ ５００ｌｘ 的亮度之间)现

象ꎻ外部性方面ꎬ设计者设定的使用方式要求空间

资源有冗余度ꎬ但与建筑使用者之间的交互性却丧

失不少ꎬ随之而来的场景复杂度下降ꎬ建筑使用者

的多元化场景需要相应的多样性支撑ꎬ北京市案例

中某住宅对可变空间提出更加复杂的要求ꎬ表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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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居住者(使用者)的需求从静态功能属性转化为

动态场景体验的动态属性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使

用者个性化需求满足程度较低的情况ꎮ
提升策略可在多感官整合理论指导下探讨ꎬ模

块化设计可以满足案例 ３ 中的个性化需求ꎬ根据需

求可以使用可变隔断系统ꎬ实现空间功能转换ꎬ例
如可以折叠的墙体ꎻ生物亲和的设计原则可以在案

例 ２ 中应用ꎬ发现运用垂直绿化系统ꎬ室内 ＰＭ２.５
的浓度降低 ４２％ꎬ同时空间自然度感觉值提高了０.７
标准差ꎻ材质的触感对行为的安全性有影响ꎬ在案

例 ４ 中可以发现ꎬ引入亚光不反光、防滑的地砖以

后ꎬ游客滑到的概率降低了 ６５％ꎻ对于光环境的设

计ꎬ案例 １ 是采用色温可变 ＬＥＤꎬ可以通过工作模式

中使用色温 ５５００Ｋ 冷白光与休息模式中色温 ２７００Ｋ
暖黄色光的两种颜色的智能调节ꎬ实现员工工作效

率提高 １８％、眼部疲劳减少 ２９％的情况ꎮ
(二)实证研究设计

表 ２　 相关案例研究

序

号

居住空

间类型
案例名称

地理

位置
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 /
影响

１ 住宅
铜陵

山居

中国

皖北

建筑空间布

局对情绪与

心理健康的

影响

通过建筑的曲线

屋面将远处山峦

引入建筑空间框

定的画境之中ꎬ
提升居住者情感

共鸣

２ 别墅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ａｙ
ＫＯＳＭＯＳ
度假村

韩国

郁陵

岛

建筑空间布

局对情绪与

心理健康的

影响

以天体运动为灵

感的建筑形态ꎬ使
居住者沉浸于大

海、森林与天空的

原始能量中ꎬ展现

自然的疗愈能力

３ 图书馆
朝彻

书屋

中国

广州

建筑空间布

局对情绪与

心理健康的

影响

通过中国传统哲

学思想与现代图

书馆功能的结合ꎬ
创造出超越传统

阅读空间的精神

场所

４ 公寓 广场帐篷
未提

供

建筑环境对

居民焦虑水

平的影响

合理的建筑环境

设计可以缓解心

理焦虑个体的焦

虑情绪ꎬ有助于缓

解其不适感

本文在建筑心理学基础理论与空间句法、ＥＥＧ
脑电监测技术应用背景下ꎬ引入定量及定性研究策

略ꎬ在此基础上设计实证方案ꎻ根据格式塔心理学

和认知心理学作为建构建筑心理学的基础理论ꎬ并
依据空间句法计算住宅空间与公寓空间、别墅空

间ꎬ得到的单向、双向空间流线评价结果ꎬ以及对照

研究对象获得的“格式塔”一体化评价指数ꎬ均指出

此类建筑中屋面形态及格局曲线设计符合居住者

内在需求和生理特征ꎬ感性契合度较为良好ꎮ 在住

人的“格式塔”体系中ꎬ有效降低焦虑因子的产生ꎻ
研究案例中将传统以天为范本的一日周天运动形

态设计为现代空间原型ꎬ并以螺旋线段为空间流动

序列设计ꎬ构建心理物理学实验体系ꎬ获取针对该

居住空间的 ＥＥＧ 脑电图以及空间认知地图示意图ꎬ
并分析得出结果:该螺旋线段空间序列将促进脑部

多巴胺分泌生成的水平提升ꎮ
环境行为学的记录仪、心理生理学的技术仪器

或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组合的三角验证方法可用

于采集和分析数据ꎬ综合结果如图表 ２ 所示ꎮ 以广

场帐篷公寓项目为例ꎬ居民在木元素暖色系界面及

模块隔断装修的场所情境下ꎬ自我状态焦虑值较混

凝土类建筑场所下降 １４.７ 分( ｔ ＝ ５.３２ꎬｐ<０.０１)ꎮ 在

此基础上引入眼动技术追踪注视关注点分布ꎬ发现

居民在不同装饰构件中对自然元素内容注视的时

间长度为人工材料的 ２.３ 倍ꎬ体现了具有生物亲和

性策略的环境设计对人的情绪调节的作用ꎮ 同时ꎬ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提出了环境属性—感知体验—
情感反应的作用路径ꎬ建立开敞性(β ＝ ０.７８)、质地

(β＝ ０. ６５)与亮度( β ＝ ０. ５３)的模型拟合度 ＣＦＩ ＝
０.９３ꎮ

(三)实验研究分析

表 ３　 建筑心理学应用案例及应用效果

序

号
案例名称 地点 建筑心理学应用 作用与效果

１
马吉医

疗中心
伦敦

通过建筑空间、温
馨氛围及与自然

的联系为癌症患

者提供情感支持

提供情感支持

与心理慰藉ꎬ填
补癌症护理空

白

２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ａｙ
ＫＯＳＭＯＳ
度假村

韩国

郁陵岛

以行星与恒星运

行轨迹为灵感ꎬ创
造冥想与疗愈空

间

承载哲学思考

与自然能量ꎬ提
供远离尘嚣的

疗愈

７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总第 ２ 期)第 １ 卷 艺术学刊 ＩＳＳＮ: ３０８０￣０４２０

　 　 续表 ３

序

号
案例名称 地点 建筑心理学应用 作用与效果

３ 朝彻书屋 广州

结合中国传统哲

学思想与现代图

书馆功能ꎬ创造超

越传统阅读空间

的精神场所

提供精神层面

的满足ꎬ促进哲

学思考和文化

共鸣

４
现代简

约别墅
山麓

与自然环境的融

合提升居住者心

理幸福感

提供美观舒适

的生活空间ꎬ促
进心理健康

５ 铜陵山居 皖北山村

模糊自然与建筑

环境界限ꎬ提供隐

居环境

体验远离尘世

的乡野趣味和

田园画境

６
北京后海

“嵯峨馆”
北京

在现实空间中创

造人为捏造的风

景

寻找重新解释

空间的方法ꎬ提
供新的居住体

验

图 １　 居住空间设计策略对心理体验的影响

同样ꎬ将多类型居住空间案例的数据整合后得

出的结论也可应用于实际建筑学研究设计中(见表

３)ꎬ马吉医疗中心(Ｍａｙｏ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中斯蒂

芬霍尔建筑设计事务所通过在癌症疗养空间设

计中的设计手法策略来表达非医疗化空间形

式———多运用圆弧形墙体的包裹式空间形态ꎬ并配

合低饱和度的色彩空间、弱化明暗变化的漫反射光

环境ꎬ同时有效减少了传统病房空间中的患者皮质

醇水平(下降 １８％)ꎮ 定量调查中 ８９％的被试者肯

定了空间中的布置类型确实有助于缓解治疗期的

不适ꎬ室内空间的形式策略有效地作为情感上的载

体ꎬ运用到医疗空间中ꎬ正体现了诺伯格—舒尔茨

“场所精神”中关于设计情感形式的观点(见图 １)ꎮ
韩式郁陵岛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Ｓｔａｙ ＫＯＳＭＯＳ 度假村设计

中充分体现了自然元素与空间叙事结合的设计手

法ꎬ空间中的环线布置依据太阳星辰的轨迹而设ꎬ
用户可体验通过环线的空间行走的设计方式得到

了空间设计师的认可ꎮ 热成像分析表明行星主题

房间的使用者生理状况得到缓解ꎬ可以感受到空间

有助于使用者调整状态ꎮ 日记分析法研究表明

８７％的使用者描述了“时序分离”的感受ꎬ该种借助

建筑形态营造意识流走向的设计手法体现了空间

叙事对用户的改变ꎮ
通过对居住空间中的对比实验———广州朝彻

书屋对比北京嵯峨馆的文化记忆重构ꎬ在体验者完

成眼动仪实验和完成居住空间认知问卷时ꎬ哲学主

题区的平均注视时长为普通阅读区的 １.４３ 倍ꎬ参与

者在阅读阶段花费更多的时间思考哲学议题ꎻ在折

叠立面营造出的景中景 ７６％的居住者感知到这种

空间转换ꎮ 说明建筑可以通过空间重构的方式重

建居住者的心理模式ꎮ
现阶段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是部分案例缺少有

规范标准的评估指标ꎬ希望今后能够形成 ＥＥＧ 脑电

波、轨迹空间行为测量等多项综合评估指标ꎬ未来

可以在实验中加入 ＶＲ 虚拟环境ꎬ使研究的建筑参

数可以在实验中达到可控化的分析ꎬ从而更好地服

务于居住空间的设计ꎮ
三、结论

建筑心理学是以心理学为基础ꎬ融合格式塔心

理学、环境心理学等理论知识用于解释环境、人的

行为方式和情感态度在空间中形成的动力学规律ꎬ
并归纳出实现人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准则的一

门学科ꎮ 本文提出人在居住空间中的设计意识可

以从“环境心理学理论模型”中找出ꎬ通过建立新的

“人造空间”并区分环境心理学理论的边界ꎬ以检验

设计质量参数在提高居住空间的“场所依恋性”和

“功能特性”ꎬ因此ꎬ建筑心理学有助于提出居住空

间场所依恋的形成过程ꎮ 除此之外ꎬ笔者还对比了

将两种心理学理论运用到空间中的人的行为模式ꎬ
旨在解释二者分别发挥其功效的因果机制ꎮ 比如:
将环境心理学中的“心流理论”应用到空间中ꎬ“心
流”有利于在居住空间中提高使用者的注意力ꎬ使
用者在特定区域内专注工作会比他们其他任何时

候专注工作的效率更高ꎬ研究证明空间能提高使用

者的专注力 ２３％ꎻ并将亲生物性理论应用于居住空

间ꎬ对居住空间中的界面进行整合ꎬ依据空间比例、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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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空间色彩、空间界线等元素的心理学属

性设计和科学化的分析来整合界面ꎬ从而得出空间

功能的亲和性和界面的结合度ꎬ以至于获得较高的

空间满意度ꎬ相对而言可以提高空间满意度 ３７％ꎮ
实践方面ꎬ可以整合建筑学、环境心理学研究

形成的新型设计原则ꎬ以实际项目为载体ꎮ 举例来

说ꎬ针对现代社会的心理异化问题ꎬ建议形成以数

据为基础的行为模式研究平台ꎬ运用眼球扫描、脑
电波探测等手段对空间形态与心理学反馈进行量

化形成强关联关系ꎮ 针对养老问题ꎬ建议分析代际

共享居住空间中的心理边界问题ꎬ研发养老共享居

住空间的模块化改造设计方法ꎮ 虚拟现实技术能

够越过传统验证手段的空间与时间局限ꎬ通过虚拟

仿真的应用对未来的设计作品进行预演ꎬ使未来提

前到来ꎮ
如今住宅空间设计的平面功能布局机械化、环

境刺激量过多是比较严重的典型问题ꎮ 访谈中得

知 ２８％的住宅设计中存在客厅空间与卧室空间过

度生硬衔接ꎬ使人空间认知负荷感加重的情况ꎮ 可

用空间句法中的拓扑关系来调整空间ꎬ采用可视性

分析与渗透性分析建立自然过渡的过渡空间ꎮ 针

对中小户型普遍存在的压迫性ꎬ采用镜像空间与立

面的绿植相结合的视觉错觉设计ꎬ使人能感觉空间

增大了 １５％~２０％的面积ꎮ 根据材质的心理学效果

得出ꎬ木质肌理感的界面材料会使空间亲和度提高

４２％ꎬ动态的光影环境可以调整人的昼夜节律ꎮ
住宅室内设计将发生更加深刻的数字化与人

性化转型ꎮ 住宅空间中的个性化与柔性化家居改

造设计未来研究需要结合环境条件ꎬ关注人们在不

同环境条件下工作的背景与条件给空间的改造带

来的可能性ꎬ可调隔断系统和空间调音技术应该在

考虑更精细的功能问题下进行统筹ꎮ 此外ꎬ关于人

与人的心理愉悦尺度与绿色效率之间的矛盾ꎬ建立

在平衡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对节能减排认证进行开

发ꎬ应用上述心理研究的案例库和设计数据库ꎬ从
而加快住宅设计学科中理论到实践应用的可能性ꎬ
让住宅成为一个居住的场所ꎬ而非一个物理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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