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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年友好社区户外活动空间适老化改造研究
—以某市老年友好示范社区为例

王家宁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北京  100044）

【内容摘要】在老龄化背景下，社区户外活动空间是老年人日常活动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居住环境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注
老年人的行为需求，考虑老年人的身心特点，创造更适合老龄化社会总体环境和要求的社区户外空间，对于促进各年龄段社区的融
合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采用环境行为学的研究方法，调查城市友好社区的老年人在户外公共空间中的活动情况，并探
讨社区老年人的行为和活动的时间空间特点与户外活动空间之间的相关性，探索户外公共空间适老化设计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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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严峻，大多数城市老旧

小区都存在着居住环境差、基础设施不完备等一系列现

实问题，开展城市户外公共空间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

创造安全、便利、宜居的城市生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内出台了一系列的技术标准和政策目标，包括

《老年宜居社区建设指南》《关于推进老年宜居环境建设

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示范性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

工作的通知》《“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

系规划》等，提出探索建立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工作模式和

长效机制，制定到2035年底实现老年友好型社区全覆盖

的目标。

目前，社区户外活动空间作为老年人首选的日常生

活活动空间，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1]。除了由不同身体

机能状况造成的活动范围与距离的限制外，环境的营造

也影响着社区老年人进行户外活动。其中，老年人参与的

不同类型的活动，即老年人的行为特征，是影响老年人户

外活动的重要原因。本文使用环境行为学的研究方法调

查城市友好社区老年人在户外公共空间的利用情况，通

过问卷访谈、观察行为轨迹、数据统计与筛选，探究社区

老年人的行为特征与户外活动空间之间的关系。同时，使

用类型学方法分析社区内老年人的日常活动类型和社区

户外空间环境层次。本文讨论了城市社区户外公共空间

的现状并给出相应的适老化改造设计策略，以期为同类

型的城市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提供借鉴。 

一、城市老旧社区户外活动空间在适老化方面
存在的问题

（一）安全保障不足

城市老旧社区的户外活动空间往往被其他空间挤占，

老年人的户外活动空间得不到保障。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错位停靠占用行人通道，缺乏安全交通标志，给老年人的

出行安全带来隐患。据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结果

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跌倒死亡率为45.72/10万人，因

跌倒死亡是65岁及以上人群因伤害致死的第一位死因。

有数据显示，老年人在户外公共空间活动中的安全事故

多发生在室内和室外台阶高差、道路、社区人行道和楼梯

等公共场所，可见，社区户外活动空间在无障碍适老化方

面还达不到现代老龄化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活动空间和服务设施布局不合理

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老年人的平均出行距离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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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舒适距离一般在0至450米[2]。老年人出行时间相对

固定，集中在早晚两个高峰时段。由于老旧社区的公共

服务设施规划和布局较为滞后，集中活动场地受限，缺

乏必要的空间和相应的配套设施，导致老年人活动普遍

较少、生活单调，老年人外出锻炼要走很多街道才能到

达目的地。

（三）没有合适的景观绿化布局

早期规划建设发展迅速，对于绿化率要求相对较低。

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小区绿化要求不断提高，老旧小

区的公共环境已达不到要求，植物配置相对单一，只有简

单的街道绿化，无法营造更加适老的社区户外活动空间。

老年人无法在户外活动的同时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仅

满足了居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无法提供美好的社区生活

居住环境，创造舒适的社区氛围。

二、城市老年友好社区户外活动空间环境现状
与使用人群行为模式分析

（一）社区调研概况

为了深入了解老年人在社区户外活动空间的现状、

行为模式与使用需求，笔者选取一家适老化改造水平较

高的老年友好型示范社区，对户外活动空间概况、使用人

群行为模式等开展实地调研。

所调研的社区位于某市东城区，是一个典型的老旧

社区，主要以四层红砖为主，建于20世纪60年代。常住人

口约6700余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29%。小区已于

2022年入选全国模范老年友好型社区拟推荐名单。调研

场地是社区边缘的带状健身活动场地。东北两侧为铁路，

西侧紧邻社区主干道，南侧靠近桥洞，无防护设施。设有

斜坡屏障，现已成为儿童攀岩区域。场地内南侧坡度较

大、路面不平，种植池形态不同且呈阶段性变化。主要调

研对象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图1）。这一群体构

成了最大人群比例，同时也是社区活动健身设施的主要

使用群体。

（二）社区调研方法

笔者采用环境行为学的方法，观察记录老年人在社

区户外活动空间的使用频率、活动类型的特点及实际需

求，并辅助以问卷访谈的方式访问社区老年人，在讨论会

上听取居委会代表的意见等，将集中反映的问题记录下

来，方便后期整理，以对研究小区进行适当调整。观察及

访谈调查的工作在工作日及休息日（2022年10月）分别

进行两次，主要观察人群类型、活动类型、人群交通流量、

场地利用情况等，从上午8点至晚上8点，每1至2小时记

录数据一次，并定期拍照。通过总结观察到的数据，绘制

数据分析图，如人群与行为特征分析图、户外活动空间特

征分析图等。

（三）社区调研结果与问题分析

调查显示，场地活动人群老年人居多，活动地点主要

集中在场地平整区域，靠近出入口附近，有日照。老年人

参与的户外活动主要类型有休息晒太阳、交谈、晨练、穿

行、带孩子、快走、散步、看儿童打篮球等（图2）。活动时

间 段 一 般 集 中 在9：00-11：00、15：00-17：00。9：00-11：

00老年人群主要进行晨练、散步、买菜等活动，15：00-

17：00老年人群主要带孩子活动。老年人活动轨迹相对较

小，面积相对固定，集中在东南座位区和一些腿背器械附

图1  社区户外活动空间场地位置示意、环境现状照片及社区常住人口年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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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儿童的活动轨迹比较跳跃，范围大且不固定，特别是

跑步和骑行的路径也在变压器箱圈内，与老年人的路径

重合。在总活动类型中，散步活动的发生频率最高，其次

是聊天和休息。儿童羽毛球和跑步活动所占比例相对较

小，晒衣服只发生一次。虽然社区的户外公共空间没有经

过整体规划设计，但居住在社区的老年人对环境非常熟

悉，他们会自愿选择空间进行活动。例如，他们会来到带

有自助座椅的场地进行活动，并根据场地的树木、座椅等

元素来选择活动的空间范围。        

笔者通过行为观察与访谈可知，场地的公共设施适

老化明显不足，树荫过多、遮挡阳光导致秋冬季节场地活

力不够；老年人健步走容易受到聚集聊天、侵占步行道路

诸多干扰，且由于座椅位置摆放不当导致老人健步走出

现一定困难；当同时出现个体活动或群体活动时，相互受

到干扰；无障碍设计方面考虑较少，仅有一出入口符合无

障碍设计规范；背景墙利用率低，台面堆积杂物，影响环

境美观；由于临近铁道场地内部有一定的高差，路基部分

处于荒置状态，多杂草（图2）。

（四）基于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老年人行为模式与户

外活动空间的关系分析

通过对全天各时段的活动类型和行为场所的观察，

以及对活动高峰期场所的容量分析，可以看出行为发生

的场所是否能够满足现有的使用，并划分现有的功能区

域。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活动类型在地图上进行

标记，得到休息活动的集中区域（峰值和强度）。可以看

出，高峰值时存在站立情况，不能满足峰值使用，需要增

加座椅；交流活动存在场地内外互动，可知场地内部缺乏

过渡区、相应规划区域；儿童活动发生在场地中部平整地

带，活动吸引更多人群进入场地观看。

三、社区户外活动空间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原则
与对策讨论

（一）社区户外活动空间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原则

笔者认为，户外活动空间环境适老化改造可根据如

下五点改造原则：一是安全原则，老年人活动场地必须做

无障碍设计，尽量用斜坡代替台阶，使用靠背座椅。二是

便捷性原则，老年人外出活动范围小、时间短。因此场地

布置要以便捷为第一，场地内设三个出入口方便老人进

出活动场地。三是功能性原则，场地设置考虑老年人坐、

卧、停、留多种需求，根据功能的需要安排老年人集体活

动、安静休息、闲聊等场所，做到大小、动静和公共私密

分区。四是交往性原则，聊天交友占据老年人外出活动重

要部分。五是安静性原则，由于年龄关系，老年人活动能

力下降，他们多喜静不喜动，因而多选择不太剧烈的休闲

活动，留有充足空间供老年人休息。场地上设施的设置，

如桌椅大小、花木的种植等尽可能满足老年人交往需求。

（二）社区户外活动空间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对策

1.满足居民的基本安全要求和生活需要，保障户外

活动空间的基础配套设施

首先，改造设计尽量配合市政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更

新，包括供水、排水、供电、弱电、道路、供气、供热、消

防、安防、生活垃圾分类、移动通信等城市内部及相关基

础设施，以及住宅楼的光纤接入等。更新室外雨棚，以及

街道和社区活动空间，增加周边景观和照明[3]。翻新或新

图2 社区居民户外活动数据统计图及使用高峰时段场地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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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老年人生活及周边设施、无障碍设施、自行车及电动车

充电设施、文化娱乐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及其他配套设

施。设置有层次的景观绿化，满足观赏要求，舒缓老年人

身心，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2.提供多种类型的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有研究发现，老年人更喜欢与儿童交往，因此，除活

动场地设置健身器械以外，还可增设儿童游乐设施，促进

隔代交流，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当地居委会联系，多

举办一些文娱活动，吸引老年人到场地参与活动，丰富

老年人生活。社区应开展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丰富老年

人生活，鼓励老年人参加户外活动，弥补老年人因缺乏子

女陪伴而产生的心灵空虚感[4]。

3.完善公共服务和生活设施，提升老年人活动场所

细节度

根据调研结果，笔者认为应重建或建设跨社区服务

处、公共卫生设施（如卫生站）、教育设施（如托儿所）和

智能传感设施（如社区和周边环境的周界保护）；改建或

兴建特殊非赢利设施，如养老、儿童保育、膳食供应、家

政清洁、邮政派送服务站等；重新整合规划座椅位置及适

当更换材质，提高座椅利用率；根据前期老年人的活动需

求调研，设置健康慢跑道、具有按摩功能的卵石步道以及

具有复合功能的运动场地；在南侧出入口处设置无障碍

坡道方便行走不便的老年人出入场地；增设景观墙、文化

艺术教育展示墙，及时清理垃圾，种植观赏性草本植物与

花木供观看；设置花堤，使人在行走的过程中体验到起承

转合的四个序列的不同体验，在增强观赏性的同时，有利

于老年人身体健康，促进邻里交流（图3）。

结语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们需要关注城市社区户外活

动空间环境的适老化。社区户外活动空间环境的适老化

改造应立足场地环境和周边环境条件，从老年人的生理

和心理需求出发进行设计，探索适老化的交通路线以及

老幼结合的互动空间。通过改造提高社区居住环境，增

加社区户外活动空间的活力。本文基于某社区的空间环

境现状，以老年人的行为模式为基础，分析老年人户外活

动的时间空间特征与户外活动空间的关联性，提出相应

的优化策略，为户外活动空间的调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

考价值，以期改善老年人居住生活水平，为老年人创造安

全、便利、宜居的生活环境，推动老龄化事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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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社区户外活动空间整体功能规划与四个序列（起承转合）的人视图效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