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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游憩已经逐步成为影响当前人居环境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
如何看待游憩、怎样应对游憩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引导游憩向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是当前人
居环境研究中应当重视的内容，也对我国当前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人居环境的视角出发，本书首先从理论上对游憩的品质、游憩系统、游憩空间进行了研究；并在
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城市游憩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通过借鉴西方游憩发展政策与规划的相关经验
，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综合性策略与规划方法。
    本书共分为4个部分：    (1)解读游憩：通过对西方心理学和东方哲学的游憩思想的比较与汇通、对我
国传统游憩特征与文化精神进行深入剖析，归纳出游憩应当具有的内在品质；通过对人居环境中的游
憩系统构成和游憩空间进行探索，总结影响游憩发展的系统因素。
    (2)问题与困惑：阐明我国游憩发展的状况，指出并分析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
    (3)它山之石：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游憩规划发展历程回顾，以及对已有的游憩规划与政策的梳理
与研究，寻求可供借鉴的思想与方法。
    (4)我国游憩发展的宏观策略与规划方法研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游憩发展决策中应当遵循的基本
原则、思考方法，其中尤为强调游憩决策的公益性、综合性与科学性原则；强调游憩决策中的系统性
和巧妙性，并针对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矛盾提出系列解决途径；对我国游憩规划的整体框架建设提出
近期与远期的建设建议，并从区域、城市层面进行相关的要点与方法总结与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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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居环境科学(The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s)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
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它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等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
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
学科的目的是了解、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游憩已经逐渐成为影响当前人居环境发展的核心力量和“伟大资源”。
如何看待游憩、怎样应对游憩中出现的问题、引导游憩向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对我国当前城
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居环境视野中的游憩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从理论上对游憩品质、游憩系统、游憩空间进行了研
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城市游憩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通过借鉴西方游憩发展政策与规划的相关经验，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综合性策略与规划方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居环境视野中的游憩理论与发展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