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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居民的行为活动涉及到社会、经济、生理、心理、习惯

、气候、道德、文化等诸方面因素。不同地区、不同城镇、

不同民族的居民，其活动特征是不相同的。作为社会的人，

在一般情况下，不同的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水平、

爱好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时辰及

活动时间的长短，同时也具有不同的心理状态，对场所位置

、线路、空间有不同的要求。但对于同年龄组别、相同或类

似职业的居民来说，其行为活动的特征具有较多的共同之处

，这些是我们研究小城镇居住环境与居住行为的立足点。 居

民在住宅区空间环境中的行为虽有总的目标导向，但在活动

的内容、特点、方式、秩序上受许多居住环境条件的影响和

限制，呈现一种既有规律性，又有较大的偶发性的特点。 小

城镇居民的居住行为活动在总体上可以划分为3种类型：必要

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图6．1)。每一种行为活

动的类型与相应的环境要求都是不相同的。 6．1．1 必要性

活动 必要性活动包括了那些多少有点不由自主的自觉不自觉

的行为，如上(放)学、上(下)班、购物、买菜、存取车辆、小

孩接送、家务、投放垃圾等。换句话说，必要性活动就是那

些基本处于同一年龄组的成年人、小孩、老年人在不同程度

上均要参与的所有活动。一般来说，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事务

就属于这一活动类型。其特点是： (1)不管何种居住环境和条

件，这类活动不可能不发生，参与者很少有选择的余地。 (2)



从活动的内容和频率上看，这些活动的发生很少受到居住环

境的影响；否则，人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破坏。 (3)必要性活

动发生的方便性、舒适性、安全性等程度，明显受到居住环

境的影响，特别是受到硬环境布局的影响和空间组织的制约

。从这一角度讲，住宅区硬环境布局的合理与否，影响着硬

环境功效的正常发挥，如果硬环境处理不当，居民的必要性

活动就会感到不方便，或者就不使用这些设施和环境而转向

选择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 6．1．2 自发性活动 自发性活动

是指在居民住区户外环境和条件许可时，自然的、随机选择

可能发生的行为。与必要性活动相比，这是另一类截然不同

的活动。其主要特点是： (1)只有在人们有参与的意愿，并在

时间、地点、场所可能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一类型的活动

包括散步、呼吸新鲜空气、驻足观望有趣的事情及坐下来晒

太阳、乘凉等。 (2)自发性活动只有在环境条件恰当、天气适

宜、场所具有吸引力时才会发生，这对于居住环境的规划设

计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6．1．3 社会性活动 社会性活动指

的是行为主体不是单凭自己意志支配行为，而是在他人参与

下所发生的双边活动，即在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密

空间环境内有赖于其他人员参与的各种行为，它包括：儿童

游戏，打排球、篮球，玩足球，互相打招呼，交谈聊天，下

棋，打扑克，群体性健身锻炼以及其他社交活动。 这类活动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多是由另外两类活动发展而来的，或是

由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而发生，或者是由于人们处于同一空

间环境，在环境、气候条件适宜时发生。 人们生活在共同的

居住小区、住宅群，在同一空间环境内徜徉，日复一日地生

活，就会自然引发各种社会性活动，这就意味着只要改善住



宅区的必要性活动和自发性活动的条件，就会促成有序的社

会性活动的发生。 1)社会性活动的功能作用 社会性活动是个

人与他人发生相互联系的桥梁。按照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它

具有3个方面的功能作用： (1)组织功能。即通过社会性活动

使居民有秩序、有组织、有系统地结合和联系起来。 (2)协调

功能。即通过社会性活动增进居民的相互了解、友谊、同情

和支持，协调行动，共同对自己所拥有的住宅区承担起社会

责任。 (3)保健功能。即社会性活动是人们具有社会性的反映

，它保持和促进人的思想感情交流、信息交流，从而有利于

人的身心健康。 2)社会性活动的发生条件 调查研究表明，社

会性活动的发生，一般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场所性。赋予

行为发生者以合适的空间和一定设施及环境的场所，并且参

与活动的群体对此空间场所具有归属感、领域感、安全感。

(2)类聚性。居民必须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相近的社会利益和

活动内容，只有共同的或相同的目的或相近的社会利益，才

能导致共同拥有的社会性活动。居民在某些特征上必须具有

相同的、类似的、相近的或职业、或地位、或所受教育、或

业余爱好、或年龄、或性别、或地缘等；只有在相者、类似

者之间才有可能存在相适应的、共同的行为和语言，才有可

能发生社会性的活动。自古以来就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志同道合者相聚，趣味不同者分离。 3)社会性活动的组

织 在小城镇，一般居住小区、住宅群内居民的人口构成、家

庭结构、年龄特征是不相同的。他们可能分别从事农业、渔

业、个体产业、工业、管理等不同的工作，分属不同的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群体；具有不同的或近似的社会利

益、生活目标和生活规律、经济收入、志趣爱好、文化程度



；道德伦理观念、传统习俗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从而导致了

不同居民的社会利益差异。因此，在小城镇住宅区环境规划

设计中要考虑和多方面研究社会性活动的需要与可能，使住

宅区成为“生活乐园”，具体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1)邻里间的社会性活动。 “远亲不如近邻”。邻里间的交往

是最基本的人际地缘关系，小城镇的居民要比城市居民更喜

欢“串门”、 “聊天”，讲情意。邻里活动是住户家庭的延

伸和扩展，对于社会的安定、有序和互相帮助、社区工作的

开展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邻里居住环境是居民特别是童年

时对居住处所建立起来的故乡感、故乡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中、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优良品质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

响。 (2)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性活动。居民中不同年龄、

性别、职业、爱好等特征的成员，有不同的社会活动性质、

内容和日的，对其场所和环境条件有不同要求。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