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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基于国内现有儿童游乐设施对儿童交往支持的不足，对儿童交往空间在游乐设施设计中

的可行性进行分析。方法方法 从儿童交往的行为特点出发，将儿童游乐设施的交往空间特征进行分类，

在此基础上分析儿童社会交往行为在户外游乐设施空间中的对应关系。结论结论 提出促进儿童社会交

往的游乐设施空间模式，为儿童的户外游乐设施提供更科学更合理的设计原则，从而有助于提高幼儿

的社会交往技能，并通过一套组合游乐设施的创新设计实例，对提出的应用方法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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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Due to the inadequate of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support in existing children′s recreation

facilities，it analyzed the feasibility of communication space for children in the designs of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Method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behaviors，it classified the contact spac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recreational facilities，analyze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of children′s soci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in

recreation facilities. Conclusion After analyzing the author proposes a space model of recreation facilities which can

promote children′s social communication ability.It provided a more scientific and more reasonable design principle for

children′s recreation facilities，to help improve children′s social communication skills.The application methods were

validated by a design example of combination of recreation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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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儿童游戏娱乐逐渐受到重

视，儿童游乐设施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大多

数玩具只考虑到儿童智力开发、愉悦身心的目的，并没

有系统地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行为特征的科学设计，

对儿童学习能力、社会性发展考虑较少[1]。同时，在现

阶段儿童交往行为普遍缺失，如何帮助儿童解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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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问题，已经成为儿童游乐设施的研究重点。这

里以游乐设施中“空间布局”和“空间内设施设计”为主

要目标，从儿童社会交往的需求出发，结合儿童交往的

行为特点，探索新的游乐设施设计思路及方法。

1 儿童交往行为与对应空间关系分析

1.1 交往行为特征

儿童交往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指由基本心理与

环境特征所引发的大众交往行为；第二类指不同个性

的儿童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的个人交往。前者具有

稳定性、相似性和共性，后者具有不定性、独特性和个

性[2]，这里主要针对前者进行研究。

从交往行为分类的角度来看，人的行为包含着一

系列连续状态（步骤）[3]。美国克莱尔·库珀·马库斯在

《人性场所》里记录了儿童交往的4个行为特征，包括

观看、参加、退避和隐蔽。其中，行为之间具有很强的

连续性，缺少任何一个行为都会影响儿童的交往行为

发生[4]。这里根据以上行为状态，依次对儿童游戏中

的行为特征进行划分。（1）观看：儿童一段时间内在

“游戏圈”外看他人游戏或无目的地闲逛、张望，但不

参与游戏。这个过程属于儿童的个体交往。（2）参加：

某一儿童加入到另一组儿童群体活动中的交往行

为。此过程中儿童以小组和群体交往为主。（3）退避：

儿童在玩耍过程中有时他们会中途退却，甚至决定退

出游戏。这虽然是儿童的性格造成的，但也是儿童交

往行为发生不可或缺的步骤之一。此过程属于个体

交往方式。（4）隐蔽：在群体交往中有儿童需要进一步

小范围的交往，或一些疲惫、害羞的孩子需要独处、休

息，这时他们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但同时又想看到

其他儿童活动，为此他们会在活动中寻找隐蔽场所。

若交往过程中缺乏一个私密的空间就会造成儿童易

怒或过激的行为，因此提供一个隐蔽的空间是不可或

缺的。此过程属于个体和小范围群体交往。

1.2 满足行为需求的儿童游乐设施交往空间

交往空间是行为的载体，它需要反映不同交往对

象在不同交往内容里的行为特征[3]。从儿童活动的空

间层次上看，不同空间的形成主要依靠界面的分隔[5]。

这里将儿童游乐设施看作由不同种围合方式的界面

组成的空间单元，从儿童的交往行为来看，与儿童的

观看、参加、退避、隐蔽各行为相对应着3类空间。（1）

观看空间。相对于交往行为中“观看”行为而区分的一

个开放空间，一般独立于交往空间外部，可以使儿童能

看到交往空间的活动，同时又能被其他儿童所发现，使

儿童选择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活动当中。（2）交往空

间。这是一个“参与”活动并能在活动过程中“退避”的

空间，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区域，儿童在此空间内可进行

小组与群体交往。（3）隐蔽空间。基于“隐蔽”行为的特

殊性，既有群体交往又有个体交往方式，把该行为发生

的区域单独作为一个空间考虑。这是一个较小的围合

空间，需要私密的环境使儿童有足够的领域感和安全

感来支持独处、休息或进行小群体内部交往。

2 强化交往的设计原则

研究结果显示，儿童游乐设施空间与儿童的不同

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存在比较明确的关联性。儿童

交往行为与空间关系见图1，明确显示出交往行为和

交往空间耦合地影响着儿童的游戏行为（图1中虚线

表示儿童交往行为与交往方式的对应关系，实线表示

儿童游戏过程与设施空间的对应关系）。通过对不同

空间层次内儿童交往行为特点的分析，得出促进儿童

社会交往的游乐设施空间设计原则。（1）观看空间模

式。在一个没有围合界面的公共空间，设置一些独立

的观看点，使儿童在观看其他儿童活动的同时能被他

人所看到，设计时需注意观看空间与交往空间之间的

通透性和良好的视距。（2）交往空间模式。在设计交

往空间时，需要一个有领域感的半开放空间，同时迎

合儿童生理和心理需求特点来创造积极的交往空间，

因此在设计交往空间时，可在丰富的围合界面中融入

趣味性的设计，此外在难度较高的游戏项目旁边，提

供一个让儿童在退出时不会遭到同伴嘲笑的设施。

（3）隐蔽空间模式。首先它能给儿童提供独处、观察

和反省的空间，使儿童在其中不被同伴发现又能看到

别的儿童活动，其次它又是一个小范围的交往空间，

结合以上两种行为特点它应是一个私密的围合空间，

此外，需要平衡好与交往空间的关系。（4）过渡空间模

式。儿童在参与群体活动时并不都能顺利加入，需要

一些掩饰性的空间，帮助他们在适当的时候混进群

体。同时，在退出游戏时也需要一个“借口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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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儿童交往行为与空间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of children′s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space

形式，使儿童从容地过渡到隐蔽空间而不被引起注

意，因此在设计游乐设施空间时，需要在空间与空间

之间有一个过渡性的空间形式，并注意它们之间的联

系，是一个自然的、随意的空间形态。此外，在设计游

乐设施时，还需要结合安全性、趣味性等基本因素的

设计要求。

3 促进社会交往的儿童户外游乐设施创新设

计实践

在儿童游乐设施的设计中，必须要以年龄划分为

基础，进行不同类型的设计[6]。考虑到4~6岁学龄初期

的儿童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需要获得角色认同和发展

主动感，是为将来的人格奠定基础[7]，这里以4~6岁儿

童游乐设施设计为例。

1）在整体空间设计上，考虑儿童交往空间类型的

科学布局，见图2。游乐设施空间应该包含交往过程

中的3种必备空间类型。根据儿童交往行为的特点，

这里将观看空间、交往空间和隐蔽空间以线型布局的

方式进行排列，从而确保儿童交往行为发生的完整

性；同时每个空间通过不同的围合方式满足相应的空

间层次，分别以摇马、组合滑梯和门板等设施形成各

自的空间形态。此外，空间与空间之间力图通过一些

“路径引导轨迹”将各个不同层次的独立空间串联起

来。如用步道和攀爬网的形式形成不同的过渡空间，

同时它们又具备通道的作用，将空间进行串联，加强

了空间的连续性。

2）在整体场景构思上，考虑儿童交往心理的发展

需求。游乐设施整体场景效果见图3。设计师需要运

用新奇独特的形式，增加空间的生命力，吸引儿童的

注意力[8]。同时，造型元素的应用应该具备一定支撑

的理由和可追溯的渊源[9]。这里为儿童假想游戏搭建

一个以“拯救萝卜勇士”为主题的故事平台，从自然素

材中提取萝卜和兔子两个元素来展开故事情节，通过

造型夸张、色彩丰富的主题模块来构建故事场景，设

计相对应的游乐设施。例如屋顶有萝卜雕像的平台

作为“萝卜堡垒”和设有铁窗和绳网的私密空间充当

“监狱”等。在该游戏空间内借助一些门板设置来激

发儿童的想象力，通过模仿、假装和虚构的方式来表

达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理解[10]。

3）在具体功能空间设计上，考虑儿童交往行为的

空间特点。在落实到具体每一个空间模块设计时，要

把握好每个空间的交往特征。摇马见图4a，作为学龄

前儿童最为常见和喜爱的游乐设施，在观看空间当中

使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观看位置，保证了儿童个体交

往的独立性，同时又能被其他儿童所看到，具备观看空

间所需的各项条件。梅花桩步道见图4b，在观看空间

和交往空间之间有序散布了一些梅花桩步道，作为一

个借口性的过渡空间的设施，锻炼儿童的平衡能力，又

图2 游乐设施空间类型布局

Fig.2 The layout of recreation facilities space

图3 游乐设施整体场景效果

Fig.3 The whole scene rendering of recreation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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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条自然的引导路径，将两个看起来独立的空间

联系在一起，儿童可从容地参与到交往空间中。组合

滑梯见图4c，在交往空间的设施当中，以组合滑梯为主

体，设计了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滑道，这对儿童具有

很大的吸引力，调动儿童的游戏积极性，同时在滑道的

另一侧设计了相对私密的“滚筒过道”，作为退避的空

间，给胆小的儿童找到一个体面的理由退出活动，维护

儿童的自尊。此外，对于游乐设施的门板也进行了一

些不同功能的游戏模块设计，例如“密码锁”等创新门

板，既为故事的情节发展提供了游玩道具，又能综合发

展儿童的多元智能。攀爬网见图4d，在交往空间和隐

蔽空间的立柱两端设计了攀爬网，一方面提供了丰富

的游乐方式满足了儿童生理锻炼的需求，另一方面又

是一种连接方式，通过绳网的连接儿童可以自由地在

两个空间内转换，体现了空间之间的连续性。私密空

间见图4e，由多种界面围合而成的小尺度私密空间来

作为儿童的隐蔽空间，分别由监狱窗、攀爬墙和绳网3

种不同的界面构成，3种门板设计符合“监狱”的造型特

点，同时在功能上，在确保不被其他人看到的情况下，

儿童可通过门板的观察窗观察其他儿童的活动，绳网、

攀爬墙则提供儿童在空间内独自或和同伴游戏使用。

这样的一个隐蔽空间设计，既满足了“隐蔽”行为的特

殊性，又恰到好处地平衡了两个空间的关系。

4 结语

从儿童社会交往的角度出发，通过儿童交往行为

特点分析儿童游乐设施交往空间模式，探索出一条新

的游乐设施设计道路，这在儿童游乐设施设计中是一

个全新的尝试，从而引导未来游乐设施的设计方向，

把儿童游乐设施创建成真正具有引导性、激励性的高

品质游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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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游乐设施功能空间设计

Fig.4 The sketch map of the specific spa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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