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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学视域下肇庆市体育公园景观营造研究
——以鼎湖区体育公园为例

李仙露  孙庆辉

广东理工学院  广东肇庆  526000

【摘　要】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带动各类休闲消费产业不断发展，随着全民健身、体育强国和一系列体育赛事在我

国召开的背景下，休闲体育的发展也迎来了新机遇。本文从休闲学视角出发，以肇庆市鼎湖区体育公园为研究对象，结合

当地特色地域文化元素，运用休闲学理论对该公园的休闲体育景观营造进行分析和思考，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体育公园

景观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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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广东理工学院2023年校级科技项目暨“创新强校工程”科技项目，项目名称：休闲学视域下肇庆市体育公园景观营

造研究，项目编号：2023YBSK020

近年来，在党的二十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冬

奥会、杭州亚运会等一系列体育相关赛事召开的背景下，

人们对于休闲体育的热情空前高涨，越来越多城市建设也

将体育公园的打造列入了城市景观打造范围，休闲体育公

园建设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新热点，对于休闲体育景观

的规划研究也变得十分重要。本文从休闲学视角出发，以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体育公园为例，对休闲体育公园景观

营造进行思考，以打造具有当地特色休闲体育公园为根本

目标，进一步推动休闲体育公园景观设计的发展，为后续

体育公园景观打造提供理论支持。

1  休闲学引导下的体育公园景观规划

在学者吴文新的《休闲学导论》一书中提到休闲体育这

一概念属于休闲学研究领域，它是指：以自我完善和提升

为目的的体育活动，依据人的需求喜好自由的选择参与的

体育活动。更多的是体验自然、放松身心、在休闲活动的

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而休闲体育的范畴较广且形

式多样，最主要的特点是适宜人群层次较多，运动类型和

景观层次较多，便利性强，具有锻炼、消遣、社交等休闲

价值。结合公园景观规划需求和休闲体育特性，本文从休

闲体育类型入手，即目的动机、组织形式和休闲体验三个

角度出发，探讨休闲体育与景观规划的关系、营造具有当

地特色休闲体育景观的要素是什么、休闲体育公园的打造

可以为之后同类型项目带来怎样的支持。

休闲体育需求引发休闲动机，动机受使用群体个人偏好

的影响，展现出不同休闲体育项目的选择以此来获得更好

的休闲体验，从而达到休闲体育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需

要通过休闲活动和休闲空间来实现，空间环境的差异会带

给人不同的休闲感受，同时休闲体育的活动方式也取决于

景观空间的打造。良好的景观空间打造能带给使用群体更

好的休闲体验，同时也可以引导使用群体尝试多种项目从

而引发新的休闲动机。对景观空间的打造、使用群体的休

闲体验和需求动机的关系进行梳理，有助于运用休闲学理

论来指导体育公园景观规划更加科学和系统。

1.1  目的动机与景观空间的关系

体育公园景观是目前城市规划打造的环节之一，能体现

城市的地域文化、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景，不同休闲体育活动

都需要以景观空间作为依托媒介才能展开。休闲体育活动借

助特定的空间环境打造不同的项目类型和空间氛围，为休闲

主体提供不同类型的项目，满足多元化的休闲体育需求。

根据休闲体育目的动机可将休闲运动类型划分为：锻炼

健身类、娱乐类、竞赛类、消遣放松类、交际活动类、寻

求刺激类、探异求新类等，休闲体育动机受个人心理和生

理两者主客观因素影响，因此休闲体育目的选择存在不同

的差异性。在景观规划上需要考虑不同休闲体育动机下使

用者可能会选择的空间类型和相应的景观风格营造，将休

闲体育动机作为整个景观营造规划的考量要素是贯穿整个

休闲运动体验的重要环节。

1.2  组织形式与景观空间的关系

休闲体育活动组织形式多样为满足人们不同类型的组织

形式，而打造一系列满足形式的功能，景观环境为这些形

式提供相对应的功能载体。如以个体为单位的自发性休闲

体育活动，带有浓郁情感色彩的家庭组织活动以及针对社

区组织的官方性体育活动等。不同组织形式的休闲体育活

动其目的和空间体验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在休闲体育公园

景观营造的过程中不能单一的考虑休闲体育项目的需要，

还要结合项目的特殊性考虑组织形式与空间环境的关系。

1.3  休闲体验与景观空间的关系

体育公园中的休闲体验需要依托景观、体育项目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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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要素等来实现休闲目的，单一的体育项目设施或景观

特色都无法完成休闲体育的打造，只有将现场自然条件、

景观规划要求与休闲体育特色相结合，才能构成完整、多

元、具有创新特色的现代化休闲体育公园。景观空间是整

个公园依托的客观环境，不仅为打造多元化的休闲体育活

动提供场地支持，同时也为休闲体育的使用者提供自由选

择的可能。

当休闲体育项目更加多元化时，会提高使用者对活动

的参与意向和自由选择权，增加使用者对活动参与的积极

性。景观空间的美观性、舒适度和适宜性与使用者的项目

体验也息息相关，因此，在休闲体育公园的景观规划中要

充分考虑使用者的行为目的与场地自然资源的关系，将场

地自然资源与休闲体育项目相结合，打造满足地域特色和

休闲体验的体育景观环境。才能更好的发挥场地中休闲体

育项目的特色，带给使用者更加全面的运动体验。

2  鼎湖区体育公园资源与布局分析

体育公园景观是目前城市规划打造的重要环节之一，不

仅能体现城市的地域文化、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而且不

同的休闲体育活动都需要以景观空间作为依托媒介才能展

开。因此，休闲体育活动需要借助特定的空间环境打造不

同的项目类型和空间氛围，为使用者提供不同类型的项目

以满足多元化的休闲需求。

2.1  休闲体育资源条件分析

休闲体育资源是打造公园景观环境的基础，能够满足使

用者的基本需求或者刺激使用者锻炼行为的设备设施、自

然景观、人文特色等都属于休闲体育资源要素。休闲体育

资源作为项目开展的重要前提，主要作用是为了给使用者

提供休闲体育项目和相应的功能场所。本文运用ASEB栅格

分析法对肇庆市鼎湖区体育公园整体资源进行分析，为鼎

湖区休闲体育公园景观营造提供新思路（见表1）。

肇庆市鼎湖区体育公园虽然交通便利，周围住宅区较多

使用需求大。但根据现场考察的情况可以看出对于篮球场

和网球场的使用需求较多，场地健身区多以智能器材为主

种类较多但器材损坏严重，而儿童游乐区域多数以小摊贩

摆放的营业性游戏产品为主，缺乏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摆

放布局较为零散。目前场地中休闲体育项目单一，自然资

源丰富但景观规划匮乏观赏性薄弱，场地与使用者的互动

较小体验感不佳，无法满足使用者深度休闲运动的需求也

没有达到公园美化城市的基本要求（见图1）。

2.2  鼎湖区体育公园分区布局

在张维亚的《休闲学概论》一书中提到运动休闲的本

质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支配自己可利用的时间，

活动Activity 环境Setting 体验Experience 利益Benefit

优势 
Strength

地势平坦，周边居住区较多，
使用人群受众面广

靠近砚阳湖和鼎湖山两大自
然风景区，环境气候宜人，

植被资源丰富

依托肇庆市自然风景保护区，
能极大地扩大受众群体数量，
提升休闲体育项目多样性

打造全民健身示范性公园，
实现多层次全方位促进当地

经济联动发展

劣势 
Weakness

当地公园类型较为单一，适
宜休闲体育需求的项目开发

度较低

相关休闲体育项目设施类型
较少，对于全民健身宣传设

施不够完善

以基础健身娱乐设施为主，休
闲运动体验感较差，项目结

构单一

单靠周边居住人群无法达到
传宣全民健身的最佳效果，
无法最大化带动休闲体育公

园发展

机遇
Opportunity

政府对于全民健身项目的打造
和支持

独特的自然山水风景和丰富
的人文历史，增加景观规划

设计的亮点打造

多元化休闲体育项目和当地特
色文宣传合并发展

休闲体育需求不断增加，休
闲体育公园建设发展是未来
体育公园打造的新趋势

挑战    
Theat

根据现有条件对休闲体育项目
类型的选择，以及后续景观营
造与休闲体育项目类型的结合

周边公园主题性较弱，无
法拉开与其它公园间的景

观差异

打造多元化、地域性的休闲体
育景观以及满足多维度的休闲

体验需求
缺乏系统性的景观规划

表1  肇庆市鼎湖区体育公园休闲资源ASEB栅格分析图（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图1  现场情况（照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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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身体运动来进行表现，追求个人享受和身心全面发展

的一种休闲方式。因此，在休闲活动中应当注重使用者的

心理和生理两方面的感受。保障使用者更多自由选择的权

利，使用者对项目活动的主观感受就越强烈，越能从中获

得正向的休闲体验感。

对于休闲体育公园的景观规划应当充分考虑使用者的差

异性和多样性，以及对于休闲体育项目的多元化需求。以

此来完善场地中休闲体育项目单一、场地景观规划薄弱、

场地体验感不佳等问题，形成以休闲体育项目为主导，具

有地域特色的多元化景观环境。依据《肇庆市全民健身实

施计划（2021-2025年）》中提到“完善公共体育设施标准

化建设，同时也需要积极构建高质量的全民健身体系，依

托肇庆独特城市风光和历史文化不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内

容”。结合鼎湖区体育公园现有资源，按照休闲体育动机

与目的可将项目大致分为以锻炼健身区为中心，利用智能

步道为引导的带状布局，所引导的区域包含运动娱乐、竞

技休闲、交际放松和特殊人群锻炼五大片区。

3  鼎湖区休闲体育公园景观营造思路

空间场所的特殊性因为休闲体育活动的不同而被赋予意

义，场所与使用者相互作用，环境场所作为休闲体验的第

一观感要素，其所营造的休闲活动内容、特点和形式等都

需要符合该环境中的主题特征。根据目前鼎湖区休闲体育

公园的不足，除了满足多元化休闲体育的需求外，还应结

合肇庆市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具有地域特色的景观环

境打造，以此来推进肇庆市全民健身活动，满足休闲运动

需求的同时增强对当地特色体育文化的宣传。

3.1  打造本土多元化休闲体育活动体系

鼎湖区体育公园现有基础项目设施较少且项目类型单

一，在增加其他项目类型的同时还需结合《肇庆市全民健

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中提高全民健身活动和建设

质量的思想进行项目选择。加大对本土休闲体育项目的宣

传和创新，吸引更多本城区的市民以及外来人群的兴趣，

有利于提升全民休闲体育的积极性。除此之外，依托肇庆

市星湖特色景区举办舞狮、赛龙舟等休闲体育赛事活动，

打造本土文化与特色运动联合发展的城市公园群，在极大

程度上也推进了对岭南特色传统体育项目的宣传和发展。

3.2  景观环境与休闲体验相结合

休闲体验是休闲体育活动中的重要因素，休闲体验的好

坏直接影响使用者对景观环境的评价。因此，休闲体验除

了需要考虑多元化的特色体育项目外，还需要了解当地人

群对休闲体育的需求，根据休闲体育人群的动机、目的和

需求三方面进行分析，结合各功能区的项目特点打造符合

当地使用群体需求的景观环境，这是构建特色休闲体育公

园的必要环节。在此类空间中，景观环境的打造既是对休

闲体育使用群体的吸引也是对休闲活动载体的呈现，使用

者和环境处于一种相互活动的模式中，部分体育活动的开

展本身就是依赖于环境实现的。因此，景观环境的打造需

要结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地势地形与空间功能特征等进行

规划设计，这样打造出能够让使用者和空间产生互动的多

元化景观环境。

3.3  休闲景观与地域文化相结合

休闲体育公园的景观营造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结合地

域文化的休闲景观打造是为了提供给使用者更加丰富的休

闲体验。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结合反映当地自然环境、文

化资源、历史文脉等方面的内容，能够更好体现当地人文

特征。使用者在体育锻炼的同时拥有更加沉浸式的文化体

验，也为休闲体育公园景观的特色营造提供丰厚的条件。

结语

本文以鼎湖区体育公园为研究对象，运用休闲学理论为

指导探究休闲体育公园景观营造的思路，从休闲活动的目

的动机、组织形式和休闲体验三方面，对鼎湖区体育公园

的休闲体育资源进行分析和建议。通过对休闲活动景观的

营造进行思考，打造具有多元化休闲体育项目和地域文化

特色的休闲景观空间，对当地休闲体育的宣传和发展具有

一定推动意义，也为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休闲体育公园景

观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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