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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优化城市空间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指标袁 体育活动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

要组成部分袁在现有的城市空间中合理布局和利用体育活动空间袁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袁改善

人们的宜居环境袁是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内容遥本文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将标准型与非正

式的体育空间有机结合起来袁利用体育活动空间的优势对城市空间功能进行二次开发袁实现

体育空间与自然环境尧生活空间尧生态空间的有机融合袁从而达到创造宜居生活空间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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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urban space is an important index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construction. Sports activity spa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urban space. Making reasonable

layout in the present urban space, making full use of sports activity space, perfecting urban space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people's habitable environment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constructing a habitable city. The

article integrates organically the standard sports space with the informal one from the angle of ecological civi-

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akes the advantage of sports activity space for the second time development of ur-

ban space functions so as to realize the organic mixture of sports space with natural surroundings, living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and reach the goal of creating habitable liv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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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袁城市所承

载的人口数量急增袁自然资源利用强度越来越大袁环境承

载超载遥人口密度过高尧住房拥挤直接导致森林覆盖率低尧
城区绿化覆盖率低尧水域面积小和公共活动空间狭小等问

题袁人们可利用的城市空间相对萎缩遥 体育活动空间是城

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优化城市空间是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中重要的指标袁如何在现有的城市空间中合理布局和利

用体育活动空间袁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袁改善人们的宜居环

境袁是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内容遥

体育活动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其在

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与利用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

标与内容遥 野宜居是人们定居城市的追求袁也是城市生态文

明建设的根本目标遥宜居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生活模式袁更是

现代城市应该追求的发展模式遥 这种城市发展模式体现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袁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遥 冶
野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城市或城市群中袁在建筑实体之

间存在着的开放空间袁 是城市居民进行公共交往活动的开

放性场所袁为大多数人服务袁同时它又是人类与自然进行物

质尧能量和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袁也是城市形象的重要表现

之处袁被称为城市的耶起居室爷和耶橱窗爷袁也是城市生态和生

活的重要载体袁冶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遥
生活方式的社区化尧活动范围的区域化是城市化进程

的必然结果遥社区化尧就地就近的体育活动方式成为人们从

事体育活动的主要方式遥 目前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人采取就

地就近的方式袁在生活社区的周边从事体育活动遥人们更多

的在街头空地尧街道边尧树林河边尧广场尧闲置空地尧停车场尧
废弃厂房等空间进行体育活动袁 人们日常的体育活动空间

更趋向于社区周边的公共空间遥 这种活动方式多为临时性

的尧非固定式的袁是在城市空间主体功能的基础上对空间功

能的二次开发与利用遥 而正式的尧标准化的尧大规模的体育

场馆所能惠及的体育群体较少遥 居民周边城市体育公共空

间的开发与利用袁是满足人们多种体育需求的必然选择袁是

66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5年 第 36卷 第 1期

解决在相对拥挤的城市空间中开展体育活动难题的重要途

径袁是实现生活空间宜居尧生态空间互补的有效途径遥

城市空间的生态化布局与利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指标遥 城市公共空间是综合性的尧多元化的人类活动场

所和信息交流系统袁包括社交尧休憩尧休闲尧健身尧购物尧饮
食等各类社会活动遥它是世代城市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与

精神财富的集合体袁是城市居民的精神归宿袁是人类文明

进步的重要体现袁它的形象和文明程度直接影响着城市居

民的心理取向和行为方式遥 因此袁生态化宜居城市的建设

离不开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优化与重塑遥
体育活动空间是指具有体育运动场地尧健身设施以及

良好的自然环境袁可以进行各类身体运动尧身体锻炼尧运动

休闲尧娱乐和游憩等体育活动的城市公共空间遥 这一类型

的城市公共空间可分为标准和非正式的体育公共空间院标
准型包括运动场尧体育馆尧体育健身中心尧娱乐休闲综合

体尧健身公园尧健身俱乐部等曰非正式的包括社区健身路

径尧社区花园尧人行道尧街角空地尧闲置厂房尧街头花园空

地尧停车场等遥 无论是标准还是非正式的体育公共空间均

是城市公共空间重要的一部分遥标准的体育城市空间为城

市居民提供了从事大型尧 标准化体育活动的场地与设施袁
可进行大型体育比赛尧运动会尧专业运动训练和集体运动

娱乐休闲活动等曰而非正式的体育城市空间是居民生活的

一部分袁多数居民参与了在社区周边进行的体育运动休闲

娱乐活动袁弥补了标准化体育场地不能提供多种体育需求

的不足袁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遥因此袁随着生活质量

的不断提升袁参与体育运动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袁作为社

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体育将纳入到城市生活方式之中袁而作

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袁体育活动空间将是宜居城市空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对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袁构建优美宜

居环境起到极大作用遥

体育是一种非生产性尧 非物质领域的社会文化活动遥
大众体育活动场馆设施的规划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

要部分袁是健全和完善城市全民健身体系的重要环节遥 城

市中体育活动空间的开发利用程度是衡量现代城市发展

的重要标志遥城市空间多重功能的综合开发与利用是现代

城市建设的重要趋势袁 通过强化空间内部与外部的联系袁
整合空间的主体功能与次级功能袁能够使城市空间发挥出

更大的效益遥城市空间利用的组合化效应在体育活动空间

布局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充分体现遥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是多

层次的袁这种需求具有临时性与潜在性的特点袁因此袁标准

化的体育设施很难满足居民多样的体育需求遥而非正式的

体育活动空间能够围绕居民的生活环境而建立起来袁这样

的体育活动空间具有因地制宜尧简便易行尧就地就近的特

点袁能够将体育活动空间与生活环境尧自然环境尧社会环境

有机融合在一起遥居民喜闻乐见的非正式体育场地设施与

社会基础设施有机结合起来袁逐渐被整合进居民的生活环

境之中遥显然这些非正式的体育活动空间扮演了公共服务

的角色袁重新整合了不具有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袁为闲置

的尧非功能化的公共空间提供了二次开发的可能性遥

标准化的体育活动空间为城市提供了大型尧 集体运

动休闲娱乐的场地尧设施袁但是它所发挥的功能是固定的袁
一般不会改变遥 如标准运动场多用来举办竞赛表演尧运动

训练尧集体体育活动等遥 标准化的体育设施供给是消费群

体对体育活动的直接需求袁具有极强的目标导向性与功能

的趋向性遥非正式体育活动空间直接用于满足不同的体育

需求袁不具有特定需求的导向性遥因此它对场地尧设施的要

求一般不高袁表现出极强的随机性尧模糊性与适应性遥非正

式体育活动空间大多是城市中的 野失落的空间冶遥 如人行

道尧特定时段闲置的停车场尧高架桥下周边尧废弃的厂房尧
开阔地尧街心花园尧河道两岸等遥这些空间本来是属于城市

的野反空间冶的范围袁不具有城市空间的功能遥 但这些野反
空间冶被用于非正式体育活动之后袁被赋予了新的生机与

活力袁具有了其他城市空间不具备的功能遥 标准与非正式

体育活动空间并非泾渭分明袁没有交叉与联系袁有时可以

互换或交叉共存遥如正式的大型体育设施可择时对社会开

放袁其主要的训练尧竞赛和展演功能与非正式体育活动功

能实现协调共存遥 由此可见袁体育活动空间能够在保证其

城市空间原有的使用功能的前提下进行二次功能开发袁实
现体育对城市空间的再利用和再功能化遥

城市公共空间是由不同功能尧不同等级尧不同形态的

要素组成袁这些要素构成了庞大的层级网络结构袁分布在

整个城市系统之中遥根据不同的体育活动类型可将体育活

动分为标准化和非正式两类遥标准化的体育活动是以固定

体育需求为导向袁其服务对象是精英型赛事尧专业运动训

练及集体体育活动袁空间相对固定袁发挥着相对稳定的城

市空间可利用的功能遥非正式的体育活动是人们经常参与

的尧临时性的袁使用的场地与设施通常是与其他人共享的遥
这些体育活动场地原有功能并不是指向体育袁而是人们对

原有空间功能的二次开发袁理所当然这些空间具有了体育

的功能袁如绿地尧街头空地等遥 鉴于此袁以体育功能为导向

可将城市公共空间形态分为标准化的体育活动空间和非

正式的体育活动空间渊表 1冤遥
表 1 体育功能导向的城市公共空间形态

空间形态分类 空间形态 

标准化的体育

活动空间 

体育运动中心、体育馆、运动场、体育休闲娱乐综

合体等 

非正式的体育

活动空间 

工业闲置用地、居住用地、交通用地、教育用地、

农业用地、防护绿地、河流湖泊、公共服务设施、

开放空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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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体育活动空间是由固定的体育活动场地尧设
施组成袁 能够提供稳定从事体育活动时间和空间的区域遥
它主要以场地性体育活动场所为主袁 如体育运动中心尧体
育馆尧运动场尧体育休闲娱乐综合体等遥主要服务于特定的

比赛尧训练尧大型体育活动等对象袁往往此类体育活动空间

相对较大袁甚至成为城市标志性场所袁如北京奥林匹克公

园尧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等遥
非正式的体育活动空间是对现有城市公共空间暂

时尧临时性的改造袁具有一定的物质环境条件的体育活

动空间袁能够提供临时性尧满足不同层次的体育需求遥 由

于非正式的体育活动表现出很强的随机性和模糊性袁只
要能够在相对时间内提供一定的体育活动的设施与场

地袁就能成为非正式的体育活动空间遥 因此袁非正式体育

活动空间主要特征就是院空间主要功能和二级功能同时

并存袁如公园尧公共绿地以及经营时间之外的商场广场尧
停车场等遥

那么袁根据不同城市空间的类型与功能开发的潜质袁非
正式体育活动空间包括院工业闲置用地尧居住用地尧交通用

地尧教育用地尧农业用地尧防护绿地尧河流湖泊尧公共服务

设施尧开放空间等遥

标准化与非正式的体育活动空间并不是完全隔离开

来袁没有任何联系的袁对于城市空间的布局来说袁两者在功

能层面上是相互交叉袁互为补充的遥 以居住地为中心的体

育活动空间是重点研究的区域袁因为这些是居民们经常从

事的空间袁可进行自主性或者社会性的体育活动遥 这些空

间提供了适合人们驻足尧锻炼尧运动尧休憩的场所袁小憩尧
玩耍尧运动等大量的连锁活动随之展开袁赋予城市空间更

多的生气和魅力遥同时城市公共空间由各种不同功能的公

共空间构成袁体育活动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开展袁对城市公

共空间的功能进行了再次开发与利用遥城市不同类型的体

育活动空间按照不同功能的城市布局模式组合袁共同构成

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区域遥 具体模式分类如下遥

这类体育公共空间集中在城市的某个区域袁是大型体

育活动场所的集聚地袁一般是标志性的体育活动场所遥 如

标准化的体育馆尧体育场尧健身中心尧体育中心尧奥体中

心尧体育休闲广场尧运动休闲娱乐综合体等遥此类体育活动

空间主要以场地性的单核模式存在袁 具有固定的活动场

所尧器材设施及活动内容遥体育活动空间的功能较为单一袁
服务对象固定袁 满足的体育需求较为稳定遥 如城市的体育

馆尧体育场主要是提供专业的体育赛事尧运动训练尧竞赛表

演服务袁服务对象是专业化尧标准化的体育赛事与训练队曰
大型的体育健身中心主要是提供群体活动的场所袁 面向的

人群是特定的数量较大的群体袁如大型的健身活动尧千人健

身舞尧万人长跑尧万人太极拳等活动曰另外在现代城市中新

兴了与商业综合体结合在一起的体育运动休闲娱乐综合

体袁此类空间的功能定位于商业的开发与运作袁体育活动与

商业活动紧密结合袁体育活动多定位于商业性尧经营性尧盈

利性的体育服务遥 此类体育活动空间在城市空间的布局是

固定的袁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已经明确了此区域的空间大小尧
功能定位袁在城市的空间中具有标志性尧符号性作用遥

一个城市中具有多个标志性的体育公共空间袁其公共

空间的体育功能具有高集聚性和复合性遥 城市规模越大袁
标志性的体育活动空间就越多袁形成不同区域遥 如北京就

是一个具有多核心体育活动空间的城市袁国家奥林匹克中

心尧工人体育场尧首都体育馆尧东单体育中心尧方庄体育中

心等袁这类体育场馆不仅提供大型的竞技体育服务袁而且

还面向大众提供不同的体育服务遥

这类模式的形成与城市自然环境机密结合袁是因地制

宜改造而来的体育活动空间袁往往与城市空间其他功能同

时存在袁体育的功能是对此类空间功能的二次开发袁如河

流尧海滨尧道路尧绿化带尧公共绿地尧道路等遥 此类体育活动

空间是在现有城市环境的基础上形成的线性场地袁沿着线

性空间开展体育活动空间遥带状体育空间能够将相对分离

的块状核心体育空间连接起来袁起着纽带的作用袁一方面袁
因受到核心体育空间的影响袁人们被吸引到主要途径的带

状体育空间曰另一方面袁因核心体育空间辐射力度有限袁带
状体育空间可扩大其影响力的范围遥带状空间和场性空间

的有机结合袁能够将城市的自然环境整合到城市的空间之

中袁有利于构成完善的城市生态空间遥

具有这类模式的城市袁其内部体育活动空间没有明显

的集聚趋势袁呈网状分布袁一般规模不大袁并以居民生活的

社区为中心袁散落分布袁如街头空地尧街心花园尧闲置空

地尧小区体育路径尧高架桥下尧闲置的停车场尧商业空地尧
闲置厂房尧仓库等遥 虽然此类空间的各个活动空间不具有

内在的联系袁或是其他城市空间规划的一部分袁被称为野失
落的空间冶袁但它却是居民们接触最多袁体育活动开展最广

的空间遥 由于距离小区与生活环境较近袁易于开展简单易

行的体育活动袁因此能够满足人们不同的体育需求袁如健

身尧社交尧娱乐尧休闲尧休憩等遥 往往此类空间布局散落在

社区之中袁不具有明显的空间功能袁但如果将散落的空间

点合理地整合到城市带状尧 核心模式的体育活动空间中袁
就能激发出网络模式空间不具有的功能袁能够激发或产生

对野失落空间冶的再利用袁并整合进城市整体的空间体系之

中遥如高架桥下袁结合休闲步道尧绿地等可部分设置体育健

身器材供人们从事休闲体育活动遥

综合模式是以体育核心模式为中心袁整合散落在各个

空间的网络模式袁以带状模式空间为纽带袁将不同功能的

体育活动空间整合进大城市的公共空间体系的模式遥 目

前袁发达国家的大型城市和我国部分特大型城市均已此模

式为发展趋势遥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体育活动空间在城市空间中的布局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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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大系统之中的一个子系统遥城市

是一个开放且相对封闭的系统袁为了维持城市的运行与发

展袁它必须与其他环境进行物质尧能量尧信息的交换遥 这种

交换是有限的袁是与城市所拥有的资源是一致的遥 这就决

定了城市之中的空间必然是有限的袁空间资源不可能无限

制地扩展遥城市空间的规划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在有限的空

间中发挥空间效益的最大化遥体育活动空间恰恰能够有效

地开发空间的二级功能袁实现空间功能的多元化袁提高其

利用效率遥由于人们的体育活动空间主要分为标准化形态

的体育活动空间和非正式体育活动空间袁因此在进行城市

空间规划时必须首先考虑两者的主要功能袁同时要综合考

虑体育标准化与非正式空间的区别与联系遥在有限的城市

整体空间中整合标准化与非正式体育活动空间的功能袁使
之适应各种城市发展的需求袁为城市居民提供适宜的空间

需要遥
标准化形态的体育活动空间属于宏观层面的城市空

间袁它与城市的其他公共空间是相互联系尧彼此交织在一

起的遥宏观层次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的自然环境和历史

人文环境为依托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袁也是一种与城市社

会尧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空间发展对策遥 标准化形态的体育

活动空间是城市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之一袁在城市空间的

总体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遥大型体育场地设施或活动中

心的建设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袁此类项目

如健身中心尧体育场馆尧商业体育综合体等必须与城市其

他空间相协调遥作为大型的体育活动空间与城市空间总系

统的其他要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袁 包括总体空间形态尧城
市景观体系尧城市交通体系尧城市服务体系尧城市和区域功

能划分等遥 鉴于此袁标准化的体育活动空间必须与城市范

围内公共空间的整体结构和分布格局相一致遥这就要求标

准化的体育活动空间的设计目标必须是统一于城市公共

空间的总体框架之中袁从总体上将体育活动空间整合进城

市的规划之中袁形成整体有序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遥因此袁
标准化的体育活动空间需要与城市总体规划过程相结合袁
设计规划成果以定性为主袁多以政策和导向性规划的形式

出现袁一般不涉及具体的空间形态遥
非正式体育活动空间取决于人们参与该项活动的不

同层次的需要袁根据不同体育人群的需求来确定活动空间

的类型尧功能和具体形态遥而恰恰这种自发性尧需求多样的

体育活动方式正是城市居民大部分所喜闻乐见袁参与程度

最高的遥 因而此类活动袁在时间尧空间尧类型上具有许多不

确定性袁没有固定的模式袁只是一种潜在的尧可能的需求遥
这就要求非正式体育设施的规划依据只能由社会认知和

预测来确定钥 换句话说袁政府或社会组织要提供什么样的

设施尧场地尧活动空间等需要进行预见性的规划袁并保证实

施过程的可达性, 必须对规划进行适时的调整与适应袁并
提供具体使用这些设施和场地的要求尧使用范围尧操作规

范等遥 那么确定什么场所或空间适合作为非正式体育设

施尧场地袁必须经过缜密的调查尧规划与具体实施管理遥

体育活动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从生态文

明建设的角度将正式与非正式的体育空间进行合理布局

与利用袁能够实现体育空间与自然环境尧生活空间尧生态空

间的有机融合袁从而达到创造宜居生活空间的目标遥

[1] 陈军,成金华.宜居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J].今日

浙江,2013,22:52.

[2] 黄靖.无设施的体育要要要非正式体育活动对城市空间的利

用[J].中国体育科技,2002,08:20-22.

[3] 张鸶鸶.袖珍公园在当代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应用[D].西南交

通大学,2007,2-10.

[4] 王家宏,任平,陶玉流,董新光.都市体育圈:背景尧条件尧意义

和原则[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08:1013-1015.

[5] 陆伟芳.城市公共空间与大众健康要要要19 世纪英国城市公

园发展的启示[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

04:81-86.

[6] 王茜,苏世亮,苏静.社会地理学视域下的城市休闲体育空间

重构[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9,01:65-69.

[7] 常乃军,乔玉成. 社会转型视域下城市休闲体育生活空间的

重构[J].体育科学,2011,12:14-20袁72.

[8] 曲艳丽,杨朝华 .城市综合体要要要商业对城市空间的整合叙

事[J].城市建筑,2009,05:17-20.

渊责任编辑院杨圣韬冤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