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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研究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休闲场地及游戏活动空间的交通安全隐患、防范隐患和环境

要素隐患等因素对儿童户外游戏活动安全性的影响。方法方法 对上海市不同年龄的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对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的安全性进行深入研究，指出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中存在的安全性问题，

提出有利于提高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安全性的对策和措施。结论结论 对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的安

全性进行全面分析，寻找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法，使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充分发挥其有益之处，促进儿童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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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studies the effects of traffic safety，prev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etc. Hidden danger of outdoor
games activities space for children on the safety of children outdoor activitie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f the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in Shanghai，the safety of the outdoor games for children activity space were studied to point out
that children′s outdoor activity space security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game，and further put forward to improve
children′s outdoor activities space security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afety of the
outdoor games for children activity space is made to find out the ways to solve the related problem，make the outdoor spac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benefits of the game activities，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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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儿童的健康成长对民族

和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怎样促进儿童的

健康成长成为了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儿童户外游

戏活动对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通

过户外游戏活动，儿童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得到健

康的身体，促进身体的发育，在互动中，儿童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得到提高，使儿童交往、协作和竞争等能力

得到启蒙。但是，儿童在户外游戏活动中受到伤害的

事件时有发生，这对儿童的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

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是儿童进行户外游戏的

重要场地，在游戏活动中，儿童的生理、心理、思维、认

知、语言和交往等得到发展，因此，儿童户外游戏活动

空间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但是，

因为个人不安全的行为或者活动空间设施设计不当

等导致的儿童碰撞、擦伤、摔伤等事件时有发生。近

年来，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关于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

的安全性研究。据资料显示，美国每年约有200 000

名儿童在游戏活动空间中受伤，加拿大每年约有4000

名儿童在游戏活动空间中受伤。我国也时常发生儿

童在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中受伤的事件，对儿童户外游

包 装 工 程

PACKAGING ENGINEERING

第 36 卷 第4期

2015 年2月 117



包 装 工 程 2015年2月

戏活动空间中存在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可以提出有

效的解决方法，从而减少和预防儿童安全事故的发

生，大大提高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的安全性。

1 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的现状

首先，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常常被人类的其他

活动所占用，这是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的设计者没

有考虑到的。一是因为它的服务对象是年龄小、自然

投资少的儿童，设计者很难对其产生足够的重视。二

是因为在对居住区进行规划设计时，过度强调居住区

景观的美化，致使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较少。

其次，大多数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布局不合理

且空间较为狭小，不能满足不同年龄儿童活动的需

要。在活动空间人数较多时，不同年龄的儿童在同一

个活动空间进行游戏，很可能造成人员拥挤，威胁儿

童的安全。

第三，大多数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的设施不适

应儿童的需要。现在的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设计已

经成为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设计师敷衍了事，大多只放

置两三件符合成人美学或自认为能锻炼儿童的设施。

2 影响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安全的因素分析

足够的户外游戏活动对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

要，建造安全和谐的户外游戏活动空间成了当务之

急。但很多空间危险要素使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变得

混乱和危险，大体可以将这些因素分为3类：交通安全

隐患、防范隐患和环境要素隐患。

2.1 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交通安全隐患分析

交通安全隐患对儿童的户外游戏活动构成了极

大的威胁。在户外游戏中，儿童很有可能因为空间交

通隐患而受到伤害，因此大多儿童因为交通隐患害怕

到户外进行游戏活动，丧失了很多锻炼自己的机会。

调查 1000 名儿童是否遭遇过交通危险这一问

题，对调查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后，结果见图1。在户

外游戏活动空间中有16.2%的6~12岁儿童遭遇过交

通危险，男孩遇到过交通危险的百分比为9.8%，女孩

遇到过交通危险的百分比为6.4%。由此可以知道，

女孩在户外游戏活动空间遭遇过交通危险的比例低

于男孩。

从总体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独自外出游

戏活动的机会增多，但躲避风险的能力并没有得到很

大提高，导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在户外游戏活动空

间遭遇过交通危险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6~7岁的儿

童因为每次都是在家长的带领下进行户外游戏活动，

因此其发生交通危险的比率并不高。随着年龄的增

长，儿童避免交通危险的能力在增强，独自外出游戏活

动的机会增多，但儿童独自外出游戏活动的增长速度

远远高于儿童规避风险的能力，致使儿童在户外遭遇

交通风险的比例提高。当然，儿童对户外游戏活动空

间交通潜在危险的认知不足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性，

也是他们遭遇交通危险的比例明显提高的原因。

2.2 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防范隐患现状分析

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中存在的防范隐患，严重

威胁了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的安全性，对儿童造成

了极大的伤害。可防卫空间理论认为，严重影响儿童

户外游戏活动安全的可防卫空间要素为自然监视和

光线因素。根据可防卫空间理论将防范隐患分为光

线、空间大小和人为因素3个方面。这里对儿童户外

游戏活动中是否遇到坏人的问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

见图2。

如图2，在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中共有10.3%的6~

12岁儿童受到过坏人的威胁，男孩占调查总人数的

5.4%，女孩占4.9%，男女比例差别不大。但是，随着年

龄的增长，男孩在户外活动空间受到坏人侵扰的比例

呈上升态势，而女孩则是以9岁为分界点，呈现9岁以

前上升9岁以后下降的趋势。产生男孩和女孩在户外

游戏活动空间遭遇坏人侵扰差别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男孩和女孩不同的性格特征、心理发展等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在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受到

图1 6~12岁儿童在户外游戏活动中遭遇交通危险的现状分析

Fig.1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chart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while encountering traffic risk in outdoor games in the

activity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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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侵扰的比例逐渐升高，这是由于儿童自我保护能

力和独自户外游戏活动能力的不均衡发展造成的。

6~7岁的儿童很少遭遇坏人侵扰，因为他们基本上是

在家长的陪伴下进行户外游戏活动的。7~9岁的儿童

在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中受到坏人威胁的比例呈快速

上升趋势，这是因为7~9岁的儿童自我保护意识较差，

但却拥有更多的独自外出活动的机会。随着年龄的

再次增长，儿童的自我保护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

高，致使儿童在户外游戏活动中遭遇坏人侵扰的比例

呈缓慢上升趋势。

与自然监视相关的空间大小、人的因素和光线

是防范隐患空间要素中对空间安全影响最大的3类

因素。影响儿童心理安全感知的主要空间防范要素

比较分析，见图3，6~12岁儿童中有5.2%认为，光线

太暗严重威胁了他们的户外游戏活动安全，有13.8%

的儿童认为，空间太小让他们心里觉得害怕，还有

18.5%的儿童认为，人的因素是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不

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调查可知，人的因素和

空间大小这两个与自然监视相关的空间隐患因素对

儿童的心理安全感知影响最大，因此，提高空间安全

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努力增强户外游戏活动的

自然监视水平。

2.3 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的空间环境要素隐患现

状分析

对儿童过去是否因空间环境要素在户外游戏活

动中受过伤害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结果见图4，一共有

22.6%的儿童因为不安全的空间环境要素而受过伤

害，其中女孩占调查总人数的10.5%，男孩占调查总人

数的12.1%，男女比例差别较大。随着儿童年龄的增

长，儿童的主要游戏形式从模仿型、建构型和运动型

向冒险型转变，导致从整体上来看，儿童受伤的比例

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通过对调查进行整理后发现，现实生活中有多种

空间环境要素可能对儿童造成伤害，其中，影响儿童

户外游戏活动安全较大的环境要素是场地平整度、植

物毒刺、水池以及运动器械。

对儿童造成伤害的主要环境要素比较分析见图

5，6~12岁儿童因为水池因素而受到伤害的比例最小，

只有4.8%，因为植物毒刺因素使儿童受到伤害的比例

图2 不同年龄儿童在户外游戏活动空间遭遇坏人侵扰

的现状分析

Fig.2 Status analysis chart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while enco-

untering bad infestation in the outdoor game activity space

图3 影响儿童心理安全感知的主要空间防范要素比较分析

Fig.3 Comparison analysis chart of main space prevention factor

affecting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safety perception

图4 不同年龄儿童在户外游戏活动时环境要素伤害发生

现状分析

Fig.4 Status split chart of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in the outdoor

game activity when environment element damage occurrence

图5 对儿童造成伤害的主要环境要素比较分析

Fig.5 Comparative analysis chart of main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cause injury to childr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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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有11.8%，因为运动器械因素使儿童受到伤害的

比例达到28.9%，因为场地不平整因素使儿童受到伤

害的比例最大，达到了53.9%。从图5可知，儿童户外

游戏活动空间环境要素隐患中对儿童伤害最大的是

场地的平整度，这和儿童在户外活动场地进行的游戏

内容密切相关。

3 提高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安全性的对策

对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安全性进行调查分析，

并找出导致儿童户外游戏活动不安全的空间要素后，

要积极采取合理有效的对策努力改善儿童户外游戏

活动空间的安全性。根据交通安全隐患、防范隐患和

环境要素隐患所产生后果的不同，在制定改善措施中

要持有不同的态度，要尽量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和防范

隐患，因为他们一旦发生，就很有可能对儿童造成不

可挽回的伤害，要客观地对待环境要素隐患，既要保

证其安全，又要借助它来锻炼儿童的抗挫折能力，培

养儿童的冒险精神。

3.1 交通安全隐患对策

保护儿童户外游戏活动安全的有效措施之一，就

是要努力减少交通上的干扰，要对社区的道路系统进

行合理规划，使儿童活动空间尽量远离道路，避免人

流、车辆穿过儿童游戏活动空间。但是，因为限制人

流、汽车的通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消防车的通行，这

也给居民长距离搬运大件物品带来了不便。通过大

量的设计和实践，人车混行的道路既能保证车行的顺

畅又能保证儿童的安全。除此之外，布置儿童户外游

戏活动场地和游戏设施要尽可能地结合居住区空间

环境的整体规划，尽量减少车辆对儿童安全的威胁，

采取多种方法来降低车辆的行驶速度，如设计S型道

路，对直道长度进行限制，树立障碍物等。

3.2 防范隐患对策

人类几乎不可能完全消灭犯罪现象，但是可以减

少犯罪现象的发生，采取积极有效的空间防范措施来

减少防范隐患给儿童带来的危害。（1）为减少外来人

员入侵居住空间的可能性，合理划分住宅小区的用

地，居民的居住用地要尽量远离对外交通用地和商业

金融用地，严格控制社区对外交通用地和商业金融用

地在社区用地的比例。（2）居住用地要适当紧邻教育

科研用地，布置相对紧凑的格局，这就给社区提供了

安全的生活氛围，保障了儿童在社区内的户外活动安

全。（3）儿童一般害怕高层的建筑物，致使低层和多层

住宅的户外游戏活动空间的安全性和利用率大大高

于高层住宅，因此规划居住区时，不能设计过高的楼

层。（4）由于建筑物南侧的自然监视和光线要远远好

于北侧，因此尽量在建筑物的南侧设计儿童的户外游

戏活动空间。

3.3 环境要素隐患对策

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为儿童提供了大量的冒险性

活动，但同时活动场地内还存在着许多危险的环境要

素隐患。设计师要严格区分冒险性和危险性的本质，

虽然不能设计绝对安全的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但应该

尽量减少危险的环境要素隐患。（1）儿童游戏活动空

间的结构特征和游戏设备的安放位置都可能会影响

儿童的生命安全。儿童在较大的空间内可能进行打

闹游戏，在较小的空间可能会进行安静的游戏，因此，

为保证儿童的活动安全，要合理控制儿童户外游戏活

动场地的面积和结构。（2）要选择安全的儿童游戏活

动空间的地面材料并设置合理的安全高度。当儿童

坠落时，有缓冲作用的地面材料会对儿童起到一定的

保护作用。（3）要严格控制游戏器械自身的安全。儿

童游戏活动空间中的游戏器械大多是向生产商订购

的成品，游戏器械的设计和安装对其安全性的影响较

大，因此必须购买符合安全标准的成品，并且让产品

开发商按照正确程序安装。（4）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

间中不要使用有毒有刺的植物，并合理控制植物的种

植密度和高度。（5）严格控制水池的深度和相关设

施。既要保证儿童游戏的安全，又要满足儿童爱玩水

的天性，因此不能提供过深的水池并采用旱喷的方

式。（6）在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中，为保证儿童对游戏器

械安全的使用，要选择无毒和牢固的游戏器械产品。

4 结语

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正确处理好户外游戏

活动空间的安全问题，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

义。要努力解决交通安全隐患、防范隐患和环境要素

隐患对儿童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安全性的威胁，确保儿

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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