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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感体验的老年公寓室内空间设计策略研究
郑婷婷

（烟台南山学院，山东 烟台 265706）

摘要：近年来，由于我国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养老设施建设

处于初步发展时期，老年公寓作为养老设施的重要部分，其建设

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鉴于我国老年公寓空间环境的单一状况，

基于此，本文以老年人情感体验特征为基点，结合我国的发展现

状与地域特色，尝试对老年公寓内部空间进行室内空间的设计研

究。通过调研总结出适合我国老年公寓室内空间环境设计的策略，

力求营造特色的符合老年人情感体验的老年公寓室内空间环境，

以期通过本文为广大老年公寓室内空间设计从业者做出一些实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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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8 年全国老龄办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进入老龄化社

会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但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进入

老龄化社会的时间较短，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

在老龄群体中，低龄老人相对自理能力比较高，一般不需要

入住养老机构，多以家居养老为主。高龄老人许多已经失去了自

理能力，需要进入老年公寓接受专业化的养老服务。

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未来无论是低龄化还是高龄

化老人都面临着严峻的养老服务需求。我国的养老设施建设虽然

已经取得发展，但是与庞大的养老群体相比，养老机构的数量，

以及在无障碍设计和硬件设施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目

前我国养老公寓在室内环境设计方面，对老年人情感体验特征的

问题考虑不足，老年人居住空间缺乏特色，功能分布不合理。

一、对基于情感体验的老年公寓室内空间设计研究意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随着老年人口

不断增长，社会上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现象，加上多年计生政

策的影响，新生儿不断减少，社会竞争激烈，使得年轻人整日忙

于工作，无暇顾及老人的生活，“空巢家庭”与日俱增，如今，

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逐渐弱化。

人步入老年，“家”是唯一的眷念。伴随着身体机能下降，

社会地位丧失等变化，易产生孤独感和消极心态。针对这些特点，

老年公寓室内空间设计必须以安全、易用、健康和舒适为基本原则。

近几年，国内也出现了很多高档老年公寓，外观气派，设施

豪华，但由于人性化设计的不足和服务设施不完善，并不适合老

年人居住。目前，我国的老年公寓的质量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

会需求。

通过分析老年人的情感体验与老年公寓室内空间的尺度分析，

并结合老年人情感特征，总结出适用于我国老年公寓室内空间设

计策略，营造出舒适、安全、人性化的居住空间环境。

二、我国目前老年公寓室内空间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对养老公寓的探索和发展己逐渐从单一养老模式转

向混龄养老模式从相对封闭养老环境转向更具服务性和开放性的

养老环境，从养老设施功能配备不多转向功能配备齐全。总的来

说老年公寓的室内空间设计普遍能够符合相应的建筑设计规范，

但还存在着不足之处，简单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盲目追求“高标准”宾馆式设计原则

目前所谓“高档化”老年公寓日益增多，但这些老年公寓定

位的“高档”对老年住户来说显得华而不实，仅是使用高档的木

材饰面、光滑、反光的大理石材料这种高档的定位恰恰忽略了对

老年住户本体特点和生活需求的考虑。

这种“高档化宾馆式老年公寓一方面不能适应大部分老年人

的实际经济水平，另一方面给老年人住户产生一个短暂客栈的心

理感受，而不是一个适于长久生活的家。

（二）尚未满足老年人居住的多样性和变化性需求

老年住户类型的多样性就必然会使其产生不同的居住需求。

同时，由于老年住户本身的特殊性，如分床习惯、房间更换较为

频繁，即变化性。

而现行单一的、固定的居住模式的设计原则不能满足老年群

体多样性和变化性的居住需求。

此外，考虑到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文化习俗因素等，老年

住户的居住需求也存在着差异性因此，在研究与老年人居住环境

相关课题时，应适当结合其地域性要素，以期更好地满足当地老

年人的实际需求。

（三）缺乏对老年人情感体验及心理感受的重视

对建筑主体即老年人的本质体验和心理诉求关注不够，

设计人员多在建筑空间功能和布局等客体层面追求设计精进。

具体表现为：千篇一律的室内搭配用色，给老年人一种“机

构化”、等待被救济的不良心理体验；材料的不恰当运用所

带来的老年人生活上的困扰；光照的不均匀加剧老年群体的

情感障碍。

（四）忽视老年人居住需要的与社会隔绝式封闭设计

受到以往疏离社会学理论的影响，老年公寓的设计原则－贯

强调营造非常闲静和相对分离的老年居住环境，一定程度上间接

弱化了老年人与社会和其他群体的联系交往。在这样的设计原则

所产生的较为封闭的尻住模式，反而会增强老年人的心理孤独感

和失落感。

三、基于情感体验的老年公寓室内空间设计策略

（一）空间设计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情感体验特征

老年人公寓室内环境设计，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情感体验特

征，对老年公寓从功能总体功能布局、色彩环境以及室内空间规划、

家具尺寸等诸多方面进行优化，从而满足老年人对于老年公寓居

住环境的多样化和人性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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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布局

老年公寓的空间组合布局，不能像酒店或宿舍的布局方式，

僵化呆板缺乏特色。必须结合老年人的情感特征，按照自理型老人、

介助型老人、介护型老人不同的需求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并且提

供多种空间尺度模式，满足不同需求老年人的现实需要。

2. 色彩环境

色彩环境设计必须从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入手，多采用

简洁明快淡雅的浅色系。毕竟老年人视力不济，情感迟缓，情感

落寞，需要通过得当的色彩配置，营造温馨舒适的空间氛围，从

而满足老年人的身心需要。

3. 绿化设计

科学的绿化设计，不仅能够体现绿植物的点缀作用，同时能

够净化环境空气，调整环境空间的氛围，缓解视觉疲劳，为老年

人居住空间增添亮色。

（二）空间设计应满足不同群体老年人的多样性需求

室内空间环境设计主要根据老年人情感体验的特征，以满足

不同群体老年人多样性的生活需求为目的，通过营造安全舒适的

生活空间，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设计通过功能空间的明

晰化、空间设计的人性化、居住空间的多样化、公共空间的层次化，

体现本次设计的主要意图。

1. 功能空间明晰

功能空间必须均匀分布，层次分明，满足不同居住群体老人

的现实需要。

2. 空间设计人性化

老年公寓室内的空间设计不仅要满足老人基本的生活功能、

安全功能，还要顾及老人的私密性和个性化需求。前期的调查数

据表明，许多老人对室内空间像医院、集体宿舍表示不满。因此

设计中要提高空间的多样化设计，满足老人居住需求的同时给予

更多的人性化和个性化的考虑。

3. 居住空间的多样性

本着“独立而不孤独”的原则，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体现开

放性，做到私密而不封闭。相关研究表明，居住空间的私密性能

够使居住者更愿意保持良好的心态，更愿意以开放的姿态同外界

进行交流。而从物理层面来看，由于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不同，

保持自身的独立空间，避免被外界打扰，使许多老人对居住空间

的私密性更为看重。因此空间设计的多样性应从满足老人的居住

需求入手。

4. 公共活动空间多层次性

老年人所处于的生活状态、情感状态、心理状态往往决定了

对公共活动空间的需求程度。多数老人由于丧偶或子女远离陪伴，

倍感孤独，与外界沟通交流的想法较为强烈。因此，在老年公寓

增设公共活动空间能够满足老人群体活动的需求，更有利于促进

老人的身心健康。

（三）空间设计布局应该从多功能角度来考量

老年公寓室内空间对老年人的情感体验角度出发，通过老年

人的情感与空间之间的尺度分析，并结合老年人情感特征，通过

功能空间的明晰化、空间设计的人性化、居住空间的多样化、公

共空间的层次化，体现设计的主要意图。同时根据自理型、介护型、

介助型老人的情感特征进行分类设计，应该能够满不同群体老年

人的生活居住需求。通过设计提升老年公寓的宜居性、安全性、

人文性，让老人有质量、有尊严的享受晚年生活。

在对老年居室和环境进行空间营造时，还要考虑尺寸划分的

适宜。过分开敞、高达的空间在空间利用率不高的情况下，很容

易显得空旷、冷清，长此以往不利于老年人身心的健康。因此，

在设计时可多营造一些尺度亲切的空间形式。使用分隔墙体、家

具等划分一些尺度较大的公共休息空间；营造一些小尺度、相对

私密感的半开放区域；使用铺地、构件、绿化等手法，减小空间

尺度感；老年人运动和反应机能弱化，需要扶手等细节设置，所

以交通空间、居住空间、洁厕空间等都要给予比普通设计更宽敞

的空间设计，避免过于狭小。

（四）空间设计应营造居家化、人性化的氛围感觉

通过暖色调为主，木头、皮革、布艺等室内装饰材料烘托温馨、

样和的空间体验。空间尺度与空间划分和家具摆放方面，预先考

虑灵活性，允许老年住户一定程度上调整和个性化布置自己的居

室，满足不同老人的喜好。每个老人房间单独设置－个通向庭院

的露台、一间日光浴室和一条临窗软座。临窗软座在夜晚可供亲

人陪伴使用，同老人共度过－个难熬的夜晚。老人的床应该被安

排在可以看到露台和庭院的位置，将床是可移动式可以很好地解

决这个问题，根据老人的喜好还可以将床移动到日光浴室中甚至

室外。

公共空间设计的多样化，集约化各个居住单元均包含亲切、

多样的公共活动空间，如餐厅、起居厅、公共厨房家庭活动宰等等。

而这些空间又能和走廊部分紧密结合，在局部得到放大，这样紧

凑的布局使空间利用率相对较高，在不增加太多面枳的前提下，

容纳了更多的公共活动，能够进一步促使老年人联系交住联络感

情。

四、结语

关爱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

体现。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面提高老年

公寓的适老化设计水平，切实解决好养老问题，是维护社会和家

庭稳定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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