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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公寓作为老年人生活的重要载体，其室内设计的科学性和人性化需求日益凸显。交互设计

理念作为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强调人与空间、人与设施之间的互动关系，为老年公寓的室内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本

文以交互设计理念为核心，探讨老年公寓室内设计的原则与策略，旨在为老年公寓的室内设计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从而提升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满足其对安全、互动、适应性等多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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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互设计理论概述

交互设计是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其核心在于通过

理解用户的需求、行为和情感，设计出能够与用户进行有效互动

的产品或环境。在老年公寓的室内设计中，交互设计不仅关注功

能的实现，更强调通过设计语言与用户建立情感连接，提升用户

的使用体验和生活质量。设计师需要通过空间布局、设施配置和

服务设计，引导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积极的行为模式，帮助

老年人更好地适应生活环境的变化，从而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和幸福感。

二、老年公寓室内设计的原则

（一）安全性原则

在交互设计理念下，老年公寓室内设计中的安全性原强调空

间的交互方式，尊重老年人的自主性，避免强制性改变他们的活

动方式。在生理安全感方面，设计师们需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

体机能特点以及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在空间规划中，避免设置

复杂或易造成绊倒的地面装饰，确保地面材料具有防滑性能，以

降低跌倒风险。在心理安全感方面，设计师们需要通过空间的规

划与布局，为老年人营造一种稳定、可预测的环境氛围。明确室

内空间的功能分区，确保老年人能够清晰地分辨出公共空间与私

人空间的界限。空间布局应具有一定的秩序感，避免过于复杂的

流线设计，以减少老年人在移动过程中因环境混乱而产生的心理

压力。

（二）互动性原则

互动性原则的核心在于通过空间设计、设施配置以及服务模

式的优化，激发老年人的参与感与归属感，从而提升其生活质量。

一方面，社会结构优化是实现互动性原则的重要基础。老年公寓

的空间结构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老年人群体进行适老化设计，既

要满足老年人的独立生活需求，又要为他们的社交互动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互动反馈机制的建立是实现互动性原则的关键环节。

老年公寓的设计需要充分倾听老年人的声音，通过定期的问卷调

查、座谈会或意见征集活动，了解老年人对居住环境的真实需求

并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完善与人性化的

居住环境。

（三）适应性原则

适应性原则旨在通过空间交互的技术手段，提升老年人对公

共空间环境的适应能力，满足其身体和心理需求。在硬环境的适

应性设计中，首要任务是打造良好的室内空间环境。设计师需要

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运动规律及活动范围，确保空间布

局的合理性与功能性。在软环境的适应性设计中，文化性和多样

性是关键。老年公寓的室内公共空间环境设计需要融入更多文化

元素，以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设计师还需要从生产和设计的

角度出发，考虑老年人的身心需求，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活动空间，

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三、交互设计理念下的老年公寓室内设计策略

（一）构建多功能室内公共空间

在老年公寓室内设计中，通过科学规划和设计，多功能公共

空间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需求，还能为他们的精神生活提

供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区，提升幸福感。老年人在离开

熟悉的家庭环境后，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因此，老年公寓

的公共空间设计需要注重营造亲切、温暖的氛围，使其具有“家”

的感觉。通过使用柔和的色彩搭配、温馨的家具布置以及舒适的

照明设计，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放松身心的环境。在室内公共空间

中设置一些家庭化的细节，如摆放家庭照片、装饰绿植或设置小

型的私人储物空间，也能增强老年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老年人

的精神需求同样需要关注，文化活动是满足这一需求的重要方式。

老年公寓的公共空间可以设计为多功能活动场所，如设置多功能

厅、书画室、棋牌室等，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文化活动选择。

多功能厅可以用于举办讲座、手工活动、舞蹈课等，既丰富了老

年人的日常生活，又促进了他们的社交互动。公共空间还可以设

置安静的阅读区或茶歇区，为喜欢独处的老年人提供一个放松的

环境。通过这些设计，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兴趣爱好，还能帮

助他们建立新的社交网络，缓解孤独感。老年人在面对衰老和疾

病时，容易产生心理压力和情绪问题。因此，老年公寓的公共空

间设计需要注重心理支持的功能。在室内公共空间中设置心理咨

询室或心理支持小组活动的场所，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

通过设计一些促进情感交流的活动，如组织老年人分享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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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作等，帮助他们释放情绪、增强自信。如此，构建多功能的

室内公共空间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充满活力的生

活环境，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老年生活，提升整体生活质量。

（二）面向老龄化智能室内空间

在交互设计理念的指导下，老年公寓的室内设计需要充分考

虑老年人的生理、心理需求以及生活场景，通过智能化技术为老

年人提供更加便捷、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借助语音控制或手

机 APP 远程操控，老年人可以轻松实现对灯光、空调、窗帘等设

备的调节，这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需求，还能帮助他们减

少起身或移动的频率，降低跌倒等意外事件的发生概率。例如，

在卧室或起居室中，智能灯光系统可以根据老年人的作息时间自

动调节亮度，为他们提供温暖舒适的照明环境；智能空调系统则

可以根据室内温度和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自动调整温度，确保居住

环境的舒适性。智能家居系统在老年公寓中的应用，进一步提升

了居住的安全性。智能烟雾报警器可以在火灾初期快速响应，为

老年人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智能漏水传感器则能够及时检测到

水管漏水情况，并通过手机 APP 通知物业人员进行处理。在健康

监测方面，智能床垫、血压仪、血糖计等设备的引入，为老年人

的健康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持。智能床垫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睡

眠状态，记录翻身次数、心率等数据，并通过健康管理系统为老

年人提供个性化的睡眠建议；血压仪和血糖计则可以通过蓝牙或

Wi-Fi 将数据传输到云端，方便医生和家人随时查看老年人的健

康状况。智能安防系统是老年公寓智能化设计的另一重要组成部

分，老年人可以通过指纹、人脸识别或手机 APP 远程开门，既方

便了日常使用，也防止了非法入侵。

（三）强调舒适化室内公共空间

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弱，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他们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以及

社交需求，以打造一个既舒适又功能完善的空间环境。老年人对

地面的防滑性能、空间的无障碍设计以及家具的稳固性有更高的

要求。室内公共区域的地面应选择防滑材质，避免因湿滑导致跌

倒；走廊和公共活动区应避免设置过多的障碍物，确保轮椅和助

行器的通行顺畅；家具的摆放应避免尖锐的棱角，以减少意外碰

撞的风险。这些细节的设计能够有效降低老年人在公共空间中的

安全隐患，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活动环境。老年人的视觉

感知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在空间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视觉可达性

和对新事物的识别性。例如，休息区可以采用柔和的色调，而娱

乐区可以使用明亮的色彩来吸引老年人的注意力。通过在公共空

间中设置清晰的标识系统，如箭头、符号或文字提示，也能够帮

助老年人更直观地理解空间布局，从而提升他们的空间认知能力。

与此同时，老年人的生理需求、健康需求、社会交往需求以及自

尊需求都需要被充分关注和满足。在公共空间中设置无障碍休息

区，不仅能够满足老年人的生理需求，还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被尊

重和关怀。例如，组织丰富的社交活动，如茶话会、兴趣小组等，

帮助老年人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满足他们的社会交往需求。此外，

通过在公共空间中设置展示区域，如老年人的艺术作品或回忆展

览，能够为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满足他们的自尊需求和自

我实现需求。

（四）培育健康生态的室内设施

首先，面向健康休憩的辅助设施设计需要注重老年人的日常

活动需求。选择合理的休息场所是关键，设计师们应根据老年人

的行为习惯和身体状况，选择采光良好、通风舒适的区域作为主

要的休憩空间。同时，设计师们要提高对休闲小品设施的适应性

设计，如在座椅、躺椅等设施中加入可调节功能，以适应不同老

年人的使用习惯。此休闲小品的设置应多元化，如在公共空间中

设置阅读区、棋牌区、健身区等功能分区，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

休憩需求。其次，面向健康认知的智能照明设计需要结合老年人

的生理特点和心理需求。智能灯具必须遵循户外灯具的基本条件，

如防滑、防撞、耐久等，以确保使用安全。智能照明系统应针对

老年人群体的身心情况，进行适应性调节。例如，根据老年人的

视觉特点，调节灯具的亮度和色温，避免过强或过弱的光线对老

年人造成不适。智能照明系统还可以与时间控制相结合，根据老

年人的作息规律自动调节光线强度，帮助他们建立规律的作息习

惯。最后，面向健康机制的信息平台设计需要注重老年人的健康

监测与信息获取需求。一是要建立完整的医疗健康信息联系机制，

如在公共空间中设置健康信息显示屏，实时更新天气预报、健康

知识等内容，帮助老年人获取必要的信息。二是要配备感知性能

良好的智能健康感知设备，如可穿戴设备或智能终端，实时监测

老年人的健康数据，如心率、血压等，并将数据上传至云端，供

医护人员或家属查看。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老年公寓的设计需求也

在不断增长。交互设计理念为老年公寓的室内设计提供了新的思

路，通过将用户需求、技术应用和空间功能相结合，能够更好地

满足老年人的居住需求，但其应用仍需在理论、技术和实践层面

进一步深化。未来的研究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探索更科学、

更人性化的设计策略，为老年人创造更舒适、安全、健康的居住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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