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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觉感知的传统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策略性研究
——以内蒙古地区特色建筑为例

白雪  胡坤  司慧
内蒙古工业大学，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基于视觉感知的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策略。首先，文章介绍了视觉感知，建筑外部空间的相关概念。其次，
文章分析了视觉感知与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的关系，提出了相应的问题。再者，文章总结了基于视觉感知的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策略
性研究方面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最后，文章结合具体实例分析了视觉感知与外部空间设计。基于视觉感知的
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策略可以提高建筑外部空间舒适度和感知体验，有助于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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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imarily explores the design strategies for architectural exterior spaces based on visual perception. Firs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of visual perception and architectural exterior spaces. Second,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perception and architectural exterior space design,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questions.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strategic r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exterior space design based on visual perception,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Finally, the article combines specific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ual perception and exterior space design. Strategies for architectural exterior space design based on visual 
perception can enhance the comfort and perceptual experience of architectural exterior spac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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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设计中，设计者往往需要考虑人的感
知、审美、行为等方面来进行设计，而建筑外部
空间也不例外。然而，设计者往往不能很好地了
解人们对于建筑外部空间的感知，这可能会导致
设计方案与人的需求相脱离，从而影响建筑的可
用性和舒适性。首先，视觉认知是一种非常个体
化、主观化的过程，每个人对于视觉元素的感知
和评价有所差异。因此，设计者需要充分考虑不
同用户群体对于建筑外部空间的认知特点，并结
合实际场景和需求，制定出尽可能适合多数人的
设计策略。其次，人们的感知和行为往往受到文
化、背景、教育、认知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最后，建筑外部空间的感知与时间、氛围等方面
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设计者需要充分预见这些
变化并尽可能预留空间。例如，建筑外部空间在
不同季节、天气下的使用需求、视觉效果等可能
存在差异，这就要求设计者要制定出灵活的设计
方案，以适应各种变化。

一、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
基于视觉感知的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策略将视

觉感知作为核心，利用视觉元素和技巧创造愉悦、
舒适且具有文化艺术价值的空间。景观设计理论
强调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艺术与功能的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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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通过构思、绿化、灯光等手段实现理想空间
效果。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景观评价研究形成
了认知、经验、专家、心理物理四大学派，以及
基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两大阵营，提供多学科支
持。语义差异法和美景度评价法被广泛应用于建
筑与景观领域，通过关联分析主观感知与环境要
素提升研究精度。技术进步，如可穿戴设备、眼
动追踪和脑电技术，为景观评价提供了新的数据
支持途径。眼动追踪技术通过记录眼球运动行为
揭示认知机制，如郭素玲等人的研究通过眼动追
踪分析宏村景观照片，结合美景度与语义变量，
量化评价视觉质量，为景观设计研究提供了新视
角。

二、实例研究

研究过程
1. 建筑外部分析
建筑视觉场是指建筑对观察者视知觉造成的

影响，包括物理、心理及生理影响，是塑造空间
感知体验的关键要素。在建筑视觉场中，视觉影
响尤为重要，它通过设计、构成、布局和装饰等
手段影响人的视觉感知，进而塑造对建筑物的认
知和感受。一个优秀的建筑视觉场能激发愉悦、
惊艳等情感，增强建筑的表现力。

视距对建筑视觉感知有显著影响。当视距大
于 600m 时，观察者只能看清建筑轮廓，为弱场
范围。视距在 30~300m 时，观察者能看清建筑大
势和动态，为均衡场范围。小于 30m 时，观察者
能看清建筑细节和表情，为强场范围。此外，观
察角度也影响建筑感知，仰视角小于 15°时为虚
场范围，30~45°为均衡场范围，超过 45˚ 为强
场范围，影响高度感知和视觉限制。

在城市环境中，建筑视觉感知需综合考虑视
距和角度，以达到最佳视觉效果。建筑设计应考
虑不同视距和角度的影响，满足人们对建筑感知
的需求，提升视觉和环境品质。

（1）乌素图村村落及建筑视线分析

本研究将建筑场强划分为虚场、弱场、均衡
场、强场四个等级的强度。建筑场强是指人们在
不同距离和角度下对建筑物的视觉体验和空间感
知强度。根据场强强度，建筑可以划分为虚场、
弱场、均衡场、强场四个等级。建筑设计应该根

据场强等级来考虑建筑的特征和美感，以及为建
筑的功能和使用提供更好的支持。建筑设计师应
该理解场强对建筑的影响，选择最佳的场强等级
进行设计，以创造出更加优秀的建筑作品。

（2）结论
对以上对象进行视觉感知要素的分析，主要

包括形态、比例等，探讨这些要素对人类视觉感

知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设计师可以更好地理
解人们在环境中的视觉感受，从而更好地设计和
布局空间。通过分析视线范围和景深，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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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视觉上的断层和冲突，使景观呈现出更加和
谐、连续的效果。通过优化视线布局，可以创造
出更加舒适、自然的空间环境，提升用户的体验
感。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设计时，为了达
到某种设计意图（使人敬畏 / 使人愉悦等），可
以将人群合理的安置于某个特定地方，人为控制
观看者视线，视距，视角等。以上分析为下部分
细致探讨影响人群视觉感受的因素做了铺垫。

2. 眼动实验实践
（1）实验对象与目的
经前文分析，筛选出适量合适角度的大召寺

室外空间照片。眼动实验借助便携式穿戴眼动仪
记录被试在观看大召寺建筑外部空间照片的眼动
数据，其目的在于分析被试对不同的建筑室外空
间照片的关注点，分析场景中影响被测试者视觉
关注的因素。

（2）实验内容
受测者观看眼动仪屏幕上的景观照片，自行

控制观看时长和进行图片切换，受测者观看完 10
张实验照片后则表示实验结束。多位受测者均按
照以上步骤，进行依次受测，直至受测者完成本
次实验。实验结束后，通过与眼动仪相配的数据
分析软件生产了受测者测试数据的热点图等。

实验完成后分析，分析热力图，分析被测试
者视觉偏好的因素。

由于画面中信息较多，为精简分析，将画面
做进一步抽象处理，以色块处理建筑外部空间场
景。

（3）结论
本次研究通过眼动仪实验对呼和浩特市大召

寺建筑外部空间的视觉偏好进行了初步分析，发
现视觉注意点多集中在画面主体，画面中央位置；
反映出建筑形式特征区别较大的区域则关注点越
大。对外部空间中存在的一些特殊构件也有较多
关注；但对于画面主题外的部分，如天空，树等
注视较弱。主体的建筑，形状独特的视觉因素；
建筑空间的组织，建筑色彩等因素是主要的视觉
影响因素。

本实验存在以下局限性：实验设计较为简单，
诸多影响因素均没有考虑；选择的建筑外部空间
场景单一，不能涵盖多种情况等。

三、结论

视觉感知要素在外部空间设计中具有重要作
用，考虑受众人群的视觉感受，不同的设计意图，
对于有效的视觉感知设计至关重要。设计时需要
注重受众的视觉体验和感受，需要根据其特点和
目的进行有针对性的视觉感知要素设计，以达到
最优的设计效果。本次研究通过对内蒙古特色建
筑外部空间的视觉偏好进行了初步分析，提出了
一种适用于景观感知研究的研究方法，探究人们
对于建筑外部空间环境的感知，探究人们对于建
筑外部空间环境的重点感知因素。分析出影响视
觉感知的因素，再反向应用于设计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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