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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体育公园的规划建设模式研究
——�以书院社区体育公园及配套设施工程为例

黎加凤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 200020

摘 要：在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社区体育公园已然成为现代都市中不可或缺的健康休闲绿洲。随着人们对健康

生活方式的日益追求，这类公园的规划建设不仅关乎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更是城市文化与生活品质的重要体现。本

文通过深入探索社区体育公园的规划建设模式，旨在为构筑更加人性化、功能化的运动空间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

践指南，以期让每一座城市都能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健康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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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都市的喧嚣中，社区体育公园如一片宁静的绿

洲，为忙碌的都市人提供了放松身心、锻炼体魄的理想

场所。它不仅承载着提升居民健康水平的使命，更是促

进社会和谐、增强社区凝聚力的重要纽带。然而，现实

中社区体育公园的规划建设却常显粗糙与不足，难以满

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健康休闲需求。鉴于此，本文深入剖

析社区体育公园的规划建设模式，以期为打造更加完善

的运动休闲空间提供宝贵建议。

1��社区体育公园的概念及分类

1.1  社区体育公园的概念
社区体育公园，作为现代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这一概念的

产生与发展，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居民对健康

生活方式的追求密不可分。社区体育公园，顾名思义，

它是以服务社区居民为宗旨，集体育运动、休闲放松、

社交互动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绿地。社区体育公园不

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运动场所，更是城市文化的体现和居

民生活品质的象征。在这里，人们可以享受到清新的空

气、优美的环境和丰富的体育设施，无论是晨跑、晚练，

还是家庭亲子活动，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1.2  社区体育公园的分类
根据功能和服务范围的不同，社区体育公园可以分

为三种类型：综合型、主题型和运动型。（1）综合型社
区体育公园是功能最为全面的一种。它不仅提供了各类

运动场地和设施，如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等，还

融入了休闲、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这种公园的设计

往往考虑到不同年龄层次和兴趣爱好的人群，从儿童游

乐区到老年人健身区，应有尽有，真正实现了全民健身

的目标。（2）主题型社区体育公园则以某一特定运动项
目或文化主题为特色。比如，有的公园以篮球为主题，

设置了多个标准篮球场，并定期举办篮球赛事，吸引了

大量的篮球爱好者前来切磋技艺；有的则以传统文化为

主题，结合体育运动，让人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能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3）运动型社区体育公园则
更加注重运动功能的实现，主要提供各种运动场地和设

施。这类公园通常拥有完善的运动设施和服务体系，能

够满足专业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的不同需求。无论是日

常的健身锻炼，还是竞技比赛的训练，都能在这里找到

合适的场地和设施[1]。

2��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的原则

2.1  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是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的首要原则。公

园的最终服务对象是社区居民，因此，在规划过程中应

始终将人的需求放在首位。这就要求规划者深入了解社

区居民的运动休闲习惯，以及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

人群对运动休闲的不同需求。例如，针对老年人群，可

以设置太极拳、舞蹈等轻度运动区域；针对青少年，可

以设置篮球场、足球场等高强度运动区域。同时，公园

内的休闲设施、卫生间、餐饮等配套设施也应充分考虑

人的使用便利性和舒适性。

2.2  科学合理原则
科学合理性是确保社区体育公园功能完善、布局合

理的重要保障。在规划过程中，应结合公园的实际情

况，科学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域，如运动区、休闲区、服

务区等，并确保各区域之间的协调性和互补性。此外，

公园的道路交通系统也应科学合理规划，确保人流、车

流的顺畅通行，避免拥堵和安全隐患。同时，公园的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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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景观规划也应遵循科学原则，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和

配置方式，营造出宜人的自然环境。

2.3  生态环保原则
生态环保原则是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不可忽视的

重要方面。在规划过程中，应注重保护公园内的自然环

境，减少对原有生态系统的干扰和破坏。例如，可以保

留和利用原有的植被、水体等自然资源，通过科学合理

的景观设计，将其融入公园的整体规划中。同时，公园

的排水系统、垃圾处理系统等也应符合环保要求，确保

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2.4  文化传承原则
文化传承是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中的重要考量因

素。公园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应融入地域文化和

历史元素，展现出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历史底蕴。这不仅

可以增强公园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还能促进社区居民

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例如，在公园内可以设

置文化展示区或历史雕塑等，通过视觉和艺术的形式展

现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历史故事。

2.5  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是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的长远目标。

在规划过程中，应注重公园的长期效益和可持续性，避

免短视行为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这要求规划者

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和战略性的思维，充分考虑未来城市

发展和居民需求的变化趋势。同时，公园的运营管理也

应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通过科学合理的维护和管理措

施，确保公园的长期稳定运行和持续发展[2]。

3��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的要点

3.1  选址布局
（1）人口密度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社区体育公

园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周边的居民，选址应尽可能靠近人

口密集的区域；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公园的使用率，还能

确保居民能够方便快捷地到达并进行活动。（2）交通便
捷性也不容忽视。公园应选址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如靠

近公交站、地铁站等，以方便居民前往；公园内部的交

通布局也要合理，确保人流、车流能够顺畅通行，避免

出现拥堵现象。（3）自然环境也是选址布局中需要考虑
的因素之一。优美的自然环境不仅可以提升公园的整体

品质，还能为居民提供更加舒适的休闲运动环境；在选

址时，应尽量选择自然环境优美、空气质量好的区域。

（4）在布局方面，运动区域、休闲区域和服务区域的合
理划分至关重要。运动区域应设置足够的运动场地和设

施，以满足不同居民的运动需求；休闲区域则应提供舒

适的休息环境，如设置长椅、凉亭等，以供居民在运动

间隙休息交流；服务区域则应提供必要的服务设施，如

洗手间、小卖部等，以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

3.2  设施配置
社区体育公园的设施配置不仅关系到公园功能的完

善，还直接影响到居民的使用体验和满意度。（1）运动
设施的配置是核心。社区体育公园作为居民进行体育锻

炼和健身的场所，应提供多样化的运动场地以满足不同

年龄和兴趣的居民需求。例如，篮球场、足球场和羽毛

球场等常见运动场地是必不可少的，它们能够吸引年轻

人和学生群体，促进他们的体能发展和团队协作能力；

为了满足更广泛的居民群体，还可以设置健身器材区

域，供成年人进行日常锻炼和保持身体健康。（2）休闲
设施的配置也同样重要。休闲设施旨在为居民提供一个

轻松愉悦的休闲环境，使他们在运动之余也能享受公园

的美好氛围；可以设置休闲步道，供居民散步和慢跑，

感受自然的气息；景观小品和绿化植被的布置也是关

键，它们能够增添公园的绿意和美感，为居民带来愉悦

的视觉享受；提供充足的座椅区域也是必不可少的，这

样居民在运动或休闲时可以方便地休息和交流。

3.3  绿化景观
一个精心设计的绿化景观，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一

个舒适、宜人的运动与休闲环境。（1）在社区体育公园
的绿化景观规划中，首要考虑的是植物的多样性。多样

性的植物配置不仅可以丰富视觉效果，还有助于生态平

衡；选择不同种类的植物，包括乔木、灌木、花卉等，

形成层次丰富的植被结构，让公园在任何季节都充满生

机。（2）注重植物的季相变化也是关键。通过合理配置
常绿与落叶植物，确保春夏秋冬四季都有景可观；春天

可以欣赏到花朵的绽放，夏天则绿树成荫，为运动者提

供天然的遮荫，秋天落叶纷飞形成美丽的秋景，而冬天

则能展现出枝干的线条美。（3）绿化景观的设计还应
与公园的自然元素相结合。比如，可以巧妙利用水体，

如湖泊、溪流等，与植物景观相互映衬，形成宜人的生

态环境；地形的高低起伏也可以用来创造不同的景观层

次，如在低洼处种植水生植物，山坡上种植乔木，形成

丰富的视觉变化。（4）在绿化景观的维护上，应注重可
持续性和生态平衡。选择适应性强的本土植物，减少对

外来物种的依赖，以降低维护成本并促进生态稳定；合

理的灌溉和修剪制度也是保持绿化景观美观和健康的重

要因素。

3.4  文化传承与展示
（1）为了实现文化传承与展示的目标，可以在公园

内设置文化长廊。这个长廊可以设计成弯曲的步道，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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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通过图片、文字和多媒体展示当地的历史变迁、名人

轶事和民间艺术；游客在漫步长廊时，能够深切感受到

这片土地所蕴含的文化魅力。（2）历史雕塑也是展示文
化的重要方式。可以根据当地的历史事件或传说，设计

并竖立一系列雕塑，让居民和游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

时，了解社区的历史和文化；这些雕塑不仅能装点公园

的景观，还能成为引发人们思考和讨论的焦点。（3）地
域特色小品也是展示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这些小品可

以包括当地特有的手工艺品、传统服饰、农具等，通过

展示和解说，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

生活方式。（4）在文化传承与展示的过程中，我们还应
注重互动性和参与性。可以设置一些文化体验区，让游

客亲身参与传统手工艺制作、民俗游戏等，这样不仅能

增强游客的体验感，还能更有效地传播社区文化[3]。

3.5  运营管理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服务体系包括公园设施的定

期检查与维护，确保体育设施的安全性和完好性，以及

公园环境的整洁与美观。（1）运营管理不仅仅是日常
的清洁和设施维护，更包括活动的组织与策划。为了增

强公园的吸引力，我们可以定期举办各类体育活动，如

篮球赛、羽毛球赛、健身跑等，这不仅能激发社区居民

的运动热情，还能增进邻里间的交流与团结；结合中国

的传统节日或重要活动，可以在公园内组织文化节庆活

动，如春节庙会、中秋赏月晚会等，使公园成为传承和

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场所。（2）为了提高公园的活跃度
和影响力，还可以与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合作，

共同举办健康讲座、体育培训等活动，推广健康的生活

方式，提升社区居民的健康意识和生活质量。（3）为
了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可以定期进行满意度调

查，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公园的服务质量

和设施配置。在运营管理的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安全和

应急管理，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确保在突发情况下能

够迅速、有效地应对。

4��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的实践案例——�以书院社

区体育公园及配套设施工程为例

4.1  项目概况
临港新城是上海具有辅城地位的战略重点发展区

域，规划分为四大片区。书院社区位于其中的“主产业

区”内，是临港新城的北部门户，是所在片区内重要的

生活服务配套基地。书院社区体育公园位于书院社区南

侧 HO6 地块内的 H0602和 H0604两部分。建设范围为东
至五尺沟、南至工业区河、西至 Y5 路、北至 S3 路。地
块西侧，北侧为已建工业区，南侧为农田绿地，五尺沟

以东为已建新舒苑居住小区。

图1��现状图片（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2��控规图

H0602 地块为体育设施用地，地块面积 1.06 公顷，
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体育场馆，活动、 运动场地建设以

及体育配套设施建设。 H0604 地块为公园用地，地块面
积 5.01 公顷，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地形、园路铺装、配套
建筑、亭廊小品、绿地、水体以及健身、儿童活动器材

等。书院社区体育公园提供了各类运动场地和设施，还

融入了休闲、文化、娱乐等多种功能，属于综合型社区

体育公园。

图3��鸟瞰图（图片来源：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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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分区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2  项目选址布局
经调查研究，书院镇中心地区绿地资源不多，尤其

是5km范围内，体育为主题的公园更是缺失。书院社区
既有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等设施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公益性文化设施仍存在布局不尽合

理，郊区设施数量较少、规模密度不足，服务水平远不

如中心城等不足。书院社区体育公园的建设，是书院镇

第一个设施全面、场地开阔的综合性运动场所。本项目

的选址布局，首先，服务于周边的居民，在服务半径2公
里以内，服务约70000城市居民，主要为居住区、工业
区、产业区，使用的人群也是多种多样，确保居民能够

方便快捷地到达并进行活动。项目周边交通也是非常便

利，场地内部地块H0601规划有公交枢纽，未来交通便
利，可吸引大量人流；其次，场地内现存的自然资源也

是十分具有优势，具有一定的乔木资源，有一定的绿化

基础，另外场地现状具有一片水资源。

图5��使用人群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3  项目建设
通过上述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的要点为本项目建

设的统领。从全龄健身、智慧生态、文化特色为切入

点，阐述如何营造书院社区体育公园的建设。

图6��规划建设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3.1  全龄角度下的体育公园建设
打造体育设施完善的“运动天地”——体育运动-水-

绿化-场所-景观-设施有机融合。经调查研究，占比较大
的活力运动主要对象为青年，日常休闲为主的主要为老

年，周末休闲主要以家庭为主。通过各项体育运动设施

的完善，打造全民参与，共享体育的社区体育公园。

考虑到各个年龄阶段的使用，策划满足不同年龄层

次居民运动需求的体育项目。本社区体育公园涵盖室内

体育馆和室外运动空间。设计中青年热衷的跑步、足

球、篮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器械、游泳等活动

场地及设施；也融入老年人喜爱的运动项目垂钓、舞

蹈、太极、武术、瑜伽、漫步等体育活动场地；儿童主

要以儿童攀岩、沙坑、游乐设施、跑步、轮滑、自行车

等运动场地。其中园区的特色滨水跑步道利用原有防汛

通道，为居民提供别致有趣的滨水跑步空间，空间内设

计了彩色铺装跑道，趣味地面Logo，沿路休息空间、滑
板运动空间，以及亲水平台空间。

图7��彩虹跑道建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8��儿童区建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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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运动场地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10-12��球场建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4.3.2  生态角度下的体育公园建设
打造展示智慧生态的“形象名片”——智慧设计语

言浸入场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处书院居民

可以尽情享受健康和自然的公园。

绿化种植保留现状场地内较好的绿化资源，针对书

院地域特色，融入传统造园精髓，传统造园手法与现代

园林形态相结合。通过写意、精致的种植手法体现书院

文化；通过多彩、明朗的种植手法对体育活动空间做烘

托。另外通过特色雨水花园和水下森林的营造，打造生

态自然的公园环境。本次 H0602、H0604 地块绿化率根
据用地规划不同，建设后分别达 35.17%和 80.51%（含水
面），满足公共绿地指标及规划要求，为居民提供了一

个舒适的运动环境。

地形竖向设计与水系规划统一考虑。基本原则是结

合水体的开挖，尽可能做到土方平衡。驳岸与池底基本

以自然的植物护坡与土底为主，平缓入水。生态水岸

景观区将五尺沟水源引入园区，结合人们的使用功能，

形成良好的亲水平台和木栈道。提供垂钓、漫步的休闲

空间。

海绵城市的生态理念，实现绿地良性水文循环，沿

园路两侧地形下凹，做生态植草沟，收集地表径流就近

汇入雨水花园和生态湖，暴雨时，多余雨水可通过涵管

排入绿丽港水系。结合环境布置生态花境，丰富环境风

格的同时达到积水蓄水净化的生态作用。

水下森林解决现在湖面水质较差，系统封闭的特

征，利用“沉水植物、水生植物及微生物”，构建共生

系统，发挥沉水植物的吸收净化效果，进一步改善水

质，形成水清气净的水下森林景观湖面。

铺装材质突出运功场地的特异性需求以及公园的自

然环境，选择环保性好且易于维护的生态材料，结合海

绵城市的生态理念，以透水铺装为主。

图13��生态水岸建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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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海绵径流分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15-17��绿化种植建成图（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4.3.3  文化角度下的体育公园建设
打造展现本土文化特色的“活力中心”——以现代

手法演绎文化，通过雕塑小品等形式完美展现，一处书

院不可复制的“大客厅”城市开放空间。

入口雕塑以书卷的形式展示书院镇特有的书院文

化。体育馆造型的立意，来源于“书院镇”的书，以一

本打开的书的造型为基础，寓意着“文化书院，书香满

溢”。通过抽象与演化，形成建筑外立面竖向百叶的动

态，以多重曲线的交叉汇聚模拟书页的翻动，也为体育

场馆建筑注入动感和活力，呼应体育公园的主题。

图18-20��书院文化效果图（图片来源：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这个案例不仅展示了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的具体做

法，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参考模板。通

过选址布局、规划建设要点的详细描述，我们可以更加

直观地了解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的实际效果和影响。

结语

随着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发展，社区体育公园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它不仅为居民提供了锻炼和休闲的绿色空

间，更在无形中编织着社区的和谐与活力。本文通过对

社区体育公园规划建设模式的全面探讨，系统提出了优

化建议。并以实际项目为例阐述社区体育公园建设的要

点。以期为未来城市中的这片绿色天地描绘出更加绚丽

的蓝图。愿这些研究成果能化作实践的指南，推动我国

社区体育事业迈向更加繁荣的明天。

参考文献

[1]王志威.英国社区体育发展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2020，35（01）：16-21+79.

[2]周涛，张凤华，苏振南.美英日城市社区体育公共
服务建设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体育与科学，2020，
33（04）：69-74.

[3]黎子铭，闫永涛，张哲，韩文超.全民健身新时期的
社区足球场规划建设模式[J].城市规划，2021，41（05）：
42-4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