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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幼儿园室外游戏器材的创新设计。方法方法 在比较了中日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设

计的基础上，分析背后的理念差异，通过创新室外游戏器材设计来弥补我国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

设计的不足。结论结论 通过“口袋”植物栽种、自由玩耍的“火柴条”、交互式“步径”等游戏器材的设计创新，

分别在引入绿色植物进行自然教育，多样化游戏空间的打造，以及结合数字信息技术来吸引儿童到室外

尽情玩耍这几方面取得了突破，为我国幼儿园室外游戏器材的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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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novate kindergarten outdoor game equipment design.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Japanese
kindergarten outdoor play space and facilities design，it mad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differences behind it，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our kindergarten outdoor play space and facilities design through the innovations of outdoor game equipment
design. Through the pocket plants plant，the free play sticks，interactive pathway game equipment design innovation，it
made breakthrough in the three areas include the introduction of green plants for natural education，diverse game space
building，and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attract children enjoy outdoor activities，which will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our kindergarten outdoor game equipmen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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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我国幼儿体能素质整体

下降，其中速度素质、力量素质已连续10年下降，耐力

素质已连续20年下降。我国教育部最新公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建议：要保证幼儿的室外活

动时间，提高幼儿适应季节变化的能力。幼儿每天的

室外活动时间一般不少于两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

不少于1小时，季节更替时仍要坚持。笔者在对中日

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设计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分析了背后的理念差异，提出了通过创新室外游戏器

材设计从而弥补我国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设

计的不足的观点。

1 中日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设计比较

作为启蒙教育关键阶段的幼儿园教育，同世界许

多国家一样，日本也将其作为整个国民教育的基础，

同时也作为学校教育的初始工程纳入了教育体系。

虽然日本幼儿园的创设比西方晚几十年（幼儿园教育

传播到中国则是以日本为媒介的，晚于日本20余年），

但由于日本不断地借鉴西方幼儿教育的成功经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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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使其在幼儿教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日本的幼儿园游戏空间及设施也早已成为幼儿园教

育的一大特色。

1.1 日本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

日本幼儿园进行的学前教育就是要让儿童在玩

耍和日常活动中培养他们学习的兴趣。日本文部科

学省（幼儿园归文部科学省管辖）颁布的《幼稚园教育

要领》提出：把培养幼儿主动进行室外活动的积极性

列为健康领域的教育目标之一[1]。都市化发展、交通

密度过大、“小学化”倾向、邻里关系疏远以及影视动

漫和电子游戏的普及等，都影响着幼儿玩耍活动的开

展。近年来，日本幼儿的活动也出现了从室外偏向室

内、从动态转向静态的倾向，这种现状引起了日本幼

儿教育专家的关注[2]。著名幼教专家、日本白梅学院

教授无藤隆将幼儿时期的后半部分称为“学习的萌芽

期”，幼儿在此阶段进行感觉性和身体性学习的同时，

也逐渐朝着自觉的方向发展。学龄前的幼儿并不适

合书本上的知识，而这一时期“玩”的定义就是幼儿肯

定性地去接纳事物的活动。

2010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对2008年的《幼稚园教育

设施设计指南》进行了重新修订，其主要目的包括：通

过环境设计实现幼儿多样化生活体验；教育设施应有

助于幼儿身体力量的发展；改善幼儿运动空间；考虑促

进幼儿特殊教育的需要；在环境方面重视可持续发展，

等等。该指南同时以具体的幼儿园为例介绍了日本在

打造游戏空间及设施方面的成功经验，如四街道小月

幼儿园体现“自然的教育”的“亲睦之森”，其中拥有小

山丘、结网、绳索、帐篷、反射镜、铃铛、三角小屋和沙箱

等的沙土庭院可以让儿童自由玩耍，发展他们的创造

力并改善他们的身体力量，见图1a-b（图片摘自日本

NIER网站）。中岛幼儿园为了使幼儿在寒冷的冬季也

能获得类似室外的自由活动的机会，将多样活动设施

引入到半开放式的走廊，嵌有攀爬石的木墙和模拟树

杈的支柱有助于幼儿发展他们的手臂、腿部力量以及

平衡感，见图1c（图片摘自日本NIER网站）。富士幼儿

园宽大的环形屋顶和庭院由一个滑梯相互联系，幼儿

们非常喜欢绕着这一没有终点的环形设施跑动，锻炼

了他们的体育能力；环形屋顶将天然生长的榉树也包

含其中，榉树弯曲的样子恰恰适合幼儿攀爬，围绕树木

张结的绳网也确保了幼儿的安全；合围的庭院中还有

大型沙箱和其他的玩耍设施；可移动的堆砌箱子除了

用作座椅、桌子、储物、书架和工具箱外，也可搭建成表

演舞台等，见图1d（图片摘自NIER网站）。

1.2 我国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

从幼儿游戏教育来看，我国幼儿园比较重视室外

游戏空间及设施的创建在游戏中的预设教育功能，一

般先将环境中的教育功能提取出来，再通过事先设计

好的形式让幼儿参与到游戏当中。事实上，这样的室

外游戏环境的创建是静态性的，给幼儿自我发挥的余

地有限，幼儿不能根据游戏展开的需要来改变现有的

环境布置，也无法使幼儿根据自己的想象对游戏器具

进行移动、重组，从而拓展游戏内容。

从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规划的建设来看，首先是

理论及实践的滞后，我国的幼儿园偏重于建筑标准、

景观效果下设计理念的探讨及方法研究，未曾突破建

筑和景观视域的局限而对游戏空间及设施领域展开

深入探索；其次是对游戏空间认识的误区，把游戏空

间当作了一种运动操场[3]，游戏空间实际上是一种视

觉艺术[4]，而游戏设施则是在规划和建筑设计完成后

针对室外空间进行的填充。特别是那些在“随便划出

一块地给小孩儿玩就行了”的理念下催生出来的仅仅

堆砌着各种攀爬设施的游戏空间不光会因为设计师

的不负责任而在幼儿身上留下伤疤，更会将幼儿们与

周围世界接触的兴趣一点点扼杀。如国内某幼儿园

夸张的建筑形式和外表涂装，大范围的运动操场及视

觉化的彩色板块，格式化的攀爬设施，景观效果化的

绿色植物栽植，见图2（图片摘自百度图库）。

图1 日本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

Fig.1 Japan kindergarten outdoor play space and facilities

图2 国内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现状

Fig.2 Domestic kindergarten outdoor play space and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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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国幼儿园对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创建的

材料选择会限定使用方式，通常喜欢考虑材料的美观

性、安全性和文化价值作用。事实上，幼儿对这些材

料往往只能保持短时间的兴趣，而自然物的价值是人

造物无法替代的。事实证明，朴实简单的自然物更能

够使幼儿产生游戏兴趣和活动激情。

2 幼儿园室外游戏器材的创新设计

中日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设计的差异下，

体现着两国幼教理念的不同，日本强调对自然、感性

的追求，中国则强调对科学、理性的追求。为保证幼

儿期的健康发展，幼儿心智和情感必须得到满足，幼

儿积极地活动也是至关重要的。目前，我国幼儿活动

室内化倾向以及运动能力和体力均呈明显下降的趋

势，因此在我国幼儿园固定模式的基础上，可通过幼

儿园室外游戏器材实现创新设计[5-6]，一是将绿色自然

结合课程设置引入到幼儿参与式活动中来；二是通过

游戏器材的灵活多变打造多样化的游戏空间，丰富幼

儿的空间体验；三是游戏器材结合数字信息时代的技

术优势，吸引幼儿在室外尽情地活动、玩耍。这同时

也是弥补我国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设计不足

的突破口。

2.1 “口袋”植物栽种

自然环境中有一种能促进幼儿探索与学习兴趣的

愉快氛围，为幼儿的活动提供很多选择。尤其当面对

快速城市化下自然环境存在的形式化、细微化、隔离化

整个城市环境的格局时，城市幼儿对于室外自然场所

中的如泥土、生态景观和动植物等自然特征直接体验

的机会越来越少。卢梭曾把乡村设置为童年最理想的

场所，大自然是“消极教育”最温和适度的老师。近20

年来，学校花园重新受到国外重视，成为美日欧范围内

的一场运动，国外相关学者也就学校花园对幼儿的益

处进行了大量研究[7]。当前，我国快速的城市化以及技

术和社会的变革，已经造成城市儿童日常生活翻天覆

地的变化。面对我国绝大多数幼儿园的场地条件限

制，如何引入“自然”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

“口袋”植物栽种的理念是在不占用地面空间的

情况下，通过创新性的植物栽种“口袋”悬挂或固定于

室外立面，“口袋”是由100%可循环使用的塑料瓶材

料制造的，透气性好（内部湿度可控），可以模块化拼

接且材料表面是软面，见图3（图片摘自百度图库）。

幼儿园可利用它来创建室外花园课堂，通过阳光墙或

者栅栏建立垂直可行走的绿色花园，这样老师也容易

指导幼儿如何进行植物（果蔬）的培育和如何选择健

康的食物。幼儿们在观察植物在“口袋”中的生长过

程的同时，还可以培养幼儿健康的饮食习惯，引入新

的学习方式，并且带来新鲜的食材。

2.2 自由玩耍的“火柴条”

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居住环境遭到严

重污染及破坏，使得幼儿室外活动空间质量严重下降，

孩子们被更多地封闭在住宅建筑空间的内部；另一方

面，室外游戏空间量的不足或质的一成不变会直接或

间接地导致儿童游戏意愿的丧失，并进一步迫使幼儿

室外游戏活动行为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如何通过游

戏器材的灵活多变打造多样化的游戏空间，自由玩耍

的“火柴条”给出了答案。以“火柴条”为游戏器材的原

型，通过排列组合概念设计可以打造出不同的游戏空

间，见图4（图片摘自关岛GUPEA网站），火柴条垂直组

合可供幼儿穿越和躲藏；火柴条斜撑组合可供幼儿攀

爬、坐卧，作为空间的指示，甚至可以充当植物栽种的

搁架；火柴条阶梯组合可以供幼儿站立和坐卧，模拟上

下楼梯；火柴条平放组合可以作为长椅，等等。

从环保的角度考虑，火柴柱条可以选用木质材料

或者废弃铁轨，火柴头作为固定连接设备嵌入地面，

火柴柱条长度可以不一，并且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旋

转、固定，为了吸引幼儿玩耍，柱条被涂装成鲜艳的颜

色，柱条表面内嵌孔洞和挂钩，便于搭建、攀爬绳索和

插放旗帜，见图5（图片摘自关岛GUPEA网站）。此

图3 “口袋”植物栽种原理及使用

Fig.3 "Pocket" plants plant principle and use

图4 自由玩耍的“火柴条”概念设计

Fig.4 Free "play sticks" conceptu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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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考虑到幼儿使用的安全要求[8]，该游戏器材表面可

以覆盖橡胶层。

2.3 交互式“步径”

交互式“步径”是游戏器材融合数字信息技术的

典型应用，它由两根木梁及一系列的压敏垫条组成，

压敏垫条间的距离为4岁幼儿的正常步长，每条压敏

垫都连接到两边木梁的相应电机，当幼儿踩踏了压敏

垫条，则电路贯通，相应两侧的电机开始工作并带动

附着物如彩条或铃铛进行旋转，见图 6（图片摘自

walltrust网站）。在游戏器材的开发阶段，除了专业材

料和电子元器件的安装需要专业设计师外，其余材料

的制作和涂装均可由幼儿参与完成，幼儿参与式设计

可以丰富幼儿探究现象、解决问题的经验，获得更多

与人相处的机会，也能够发展语言表达能力，锻炼合

作交流的技能，促进其社会性的发展。在设计过程

中，幼儿具有主动权，能体验到被赋予权利的感受，这

有利于自信心的培养。幼儿虽所知有限，却拥有令人

惊奇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不仅体现在他们针对交互

式“步径”这一游戏器材制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童趣的

旋转纸盘，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对于交互式“步径”的使

用上[10]：除了步行、跑步、跳跃和站立在多个压敏垫上

外，翻跟头、爬行、滚球、推骑玩具车等可以触发多个

压敏垫条的更多复杂活动也得以激发，幼儿们还将多

个交互式“步径”器材连接在一起，以获得更长的路径

体验，可作为火车开行的轨道等。

3 结语

游戏是幼儿在幼儿园活动中的主要活动，影响着

幼儿的健康发展。幼儿游戏离不开室外环境的创建，

这里在比较中日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设计的

基础上，分析背后的理念差异，提出室外游戏器材的

创新设计是弥补我国幼儿园室外游戏空间及设施设

计不足的突破口。作为我国游戏器材的设计师，应当

从幼儿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出发，满足幼儿更多探索和

成长体验的机会，重视室外游戏器材在幼儿成长过程

中巨大且影响深刻的作用，为幼儿创造出适宜和丰富

的校园活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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