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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现有儿童游乐场进行分析研究，归纳总结出现有儿童游乐场大致分为传统型、现代型和

冒险型游乐场，根据儿童在不同游乐场中游戏行为的差异性，解析游乐场类型与行为之间的关联，并作

为规划设计者进行设计实践的参考。方法 通过无参与式调查法，对 7～11 岁年龄层儿童的运动特点、
游戏行为分类以及儿童在游乐场停留时间进行统计，得出儿童在传统与现代两种类型的游乐场中从事各

项体能游戏行为的时间比例差异，总结出儿童在不同体能游戏行为上的倾向性。结论 得出在进行儿童

游乐场设计时，要注意根据不同动作行为的运动形式设计相应的训练设施，增加游乐设施中过渡性的连
接设施及休息空间，并在连接设施及休息空间中适当增加平衡性或操作性游戏来满足儿童多种体能训练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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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existing children's playgrounds, divide them into traditional, modern and ad-

venturous playgrounds,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ypes and behaviors of playgrounds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of 

children's game behaviors in different playgrounds, and use it as a reference for planners and designers to design play-

grounds. By means of non-participatory survey, the sports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aged 7-11,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ir 

game behaviors and the statistics of children's stay time in playgrounds were analyzed, and the time propor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playgrounds were obtained, and the tendency of children in different physical play be-

haviors was summarized.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design of children's playgrou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design of 

corresponding training facilit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forms of movements and behaviors, the increase of transitional 

connection facilities and rest space in playground facilities, and the appropriate addition of balance or operational games 

in connection facilities and rest space,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ldren's various physical trai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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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对于儿童的身心发展一直起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1]。提供各种不同的游戏类型，已经成为目前公

共 环 境 中 游 乐 场 设 计 的 一 项 重 要 课 题 。 一 位 叫

EricHoffer 的哲学家认为：游乐场是儿童形成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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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造就独特个性的最佳场所[2]。在人们对游戏的

作用日渐重视的今天，各种类型的游乐场也纷纷出现

在各个儿童娱乐空间中，同时，如何提供增强儿童体

能行为能力的游乐场设施，已经成为儿童游乐空间研

究的重点[3]。 

游乐场的设计，需要充分结合儿童自身特点及活

动行为需求进行有效设计[4]。这里从儿童运动发展特

点出发，通过分析儿童在不同游乐场中游戏行为的差

异性，来研究行为与游乐场类型之间的关联，进而探

索儿童游乐场中设施设计的思路及方法。研究过程主

要包括：现场观察调研、儿童游戏行为与场所调查记

录、儿童体能游戏行为观察记录、分析游戏行为与场

所的关系、分析体能游戏行为差异、调查结果的分析与

处理、构建儿童体能游戏行为与游乐场类型的关联。 

1  游乐场类型研究 

游戏是指在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遵循特定规则

以满足精神需求的社会行为方式，户外游乐场正是进

行这些活动的最佳地点[5]。除了体能和规则性游戏之

外，一个良好的户外游乐场，还是儿童进行练习、扮

演、认识、学习语言以及社会适应与社会互动的场所，

同时更是激发儿童潜存创造力的活动空间。 

1.1  儿童游乐场类型 

1）传统型游乐场。传统型游乐场地面普遍都是
由水泥或柏油所铺设，游乐设施大多是散落在各处的
金属器材，例如秋千、滑梯、椭圆跑步机、仰卧起坐
器等。传统型游乐场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儿童单个体
能游戏行为所设立。 

2）现代型游乐场。现代型游乐场也称为有规划
的游乐场，是由专业人员通过对儿童游戏需求的调查
了解，设计出的符合儿童运动发展特征的游戏空间，
在造型和色彩上更加重视对儿童的吸引性。设施中以
上下攀爬、滑滑梯、穿越平衡性通道、荡秋千、蹦蹦
床等为主要项目。设施的整体性、连接性更强，一般
在高度和占地面积上具有较大的规模。 

3）冒险型游乐场。此种类型是一种特殊体验形
式的游乐场。用围栏隔离出一块区域，以自然的环境
及各式各样的型材构成，由儿童自行搭建自己的游戏
空间。游乐设施对四肢协同性及挑战性心理要求较
高，需要有专业人员的保护与协助[6]。 

1.2  儿童游乐场类型优缺点分析 

对上述调研的游乐场类型进行总结，分析其优缺
点（见表 1），得出一个好的游乐场应具备的优良环
境空间设计原则。 

 

表 1  儿童游乐场类型优缺点 
Tab.1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hildren's playgrounds 

类型 图片 优点 缺点 

传统型 

 

维修简单、耐用 
玩法单一、固定， 

游乐设施分散 

现代型 

 

功能多样、造型美观、 

路线丰富、有聚集空间 
价格昂贵 

冒险型 

 

玩法灵活多变、 

具有创造空间 

价格昂贵、需要有专业

人员陪护、不容易普及



第 40 卷  第 12 期 王艳群等：儿童体能游戏行为对游乐场设施设计的影响 197 

 

2  儿童游戏行为分类 

2.1  儿童发展各阶段的运动特点 

皮亚杰（Piaget）提出，就认知的发展而言，游

戏不仅是儿童认识外界的方式，也是儿童认知发展的

指标[7]。儿童在游戏中不需要专门学习陌生的操作，

仅通过反复的摸索和练习就可以掌握操作技巧，进而

达到熟练的程度[8]。依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儿

童因年龄不同在认知能力的发展上呈现出来的状态

也不同，皮亚杰将儿童的认知及智力发展分为以下 4

个阶段。 

1）感觉运动阶段：此时期的幼童缺乏对抽象事

物的理解，只能认识具体的事物。但可通过肢体反应

来了解环境，进而知道其行为及该行为对于环境的影

响。对应年龄一般由出生至两岁左右。 

2）前运算阶段：是由感知动作的认知转变成运

作认知的过渡阶段。 这一阶段的他们已具有足够的

活动能力，也可以通过具体现象进行不经意的思考，

对应年龄为学龄前时期的儿童，大约在 2~6 岁。 

3）具体运算阶段：此时期的儿童能做逻辑性思

考和操作，而且是游乐场的主要使用者，他们的游戏

活动不容易受到指挥，因此可以比较清楚地发现他们

的选择和偏好，对应的年龄则为学龄时期，约为 7~11

岁左右。 

4）形式影响阶段：此时期儿童已开始具有成人

思想的特征，具有逻辑概念，能以逻辑名词来思考及

了解逻辑性的命题，并能假设性地试探各种可能的解

决方案。儿童发展各阶段的认知特征见图 1。 
 

 
 

图 1  儿童发展各阶段的认知特征 
Fig.1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development stages of children 
 

2.2  儿童游戏行为分类 

儿童的游戏行为指儿童在从事游戏活动时行为

的内涵，具有发展上的意义[9]。目前国内研究中往往

将儿童游戏行为分为三大部分，即体能游戏、社会游

戏以及认知游戏。因为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儿童

不同的体能游戏行为差异可能对游乐场设计产生的

影响，所以这里将深入研究体能游戏的分类。 

根据儿童的游戏行为特性可以将儿童的体能游

戏行为归纳为移动性体能游戏行为、平衡性体能游戏

行为、操作性体能游戏行为、休息性体能游戏行为和

其他游戏行为 5 个类别[10]。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具体的

行为动作包括步行、奔跑、平衡摆荡、平衡走动、悬

吊、溜滑、上下攀爬、跳跃、跨越、翻滚、旋转、躲

藏、钻潜、站立、就座、支撑、躺卧、蹲、看以及手

部探索（推、拉、投、接、拼、弹）、脚部探索（踩、

蹬、踢）等。 

2.3  儿童游乐场停留时间 

儿童的停留时间，对于儿童所产生的各种体能活

动频率有很大的影响。儿童在观察范围内停留时间的

长短，对于儿童所产生的动作频率有明显的影响，停

留时间的长短也可以反应出游乐设施的设计是否能

吸引儿童停留等问题。 

根据对儿童发展各阶段的运动特点、儿童的游戏

行为分类以及儿童在游乐场停留时间的研究，将针对

7~11 岁年龄层儿童在传统型游乐场与现代型游乐场

中体能游戏行为的关系进行探讨。 

3  儿童体能游戏行为对游乐场设施设计的

影响  

依据儿童发展各阶段的运动特点可知，7~11 岁

年龄层的儿童是游乐场的主要使用者。通过无参与式

调查这一年龄段儿童，在传统型游乐场与现代型游乐

场中从事各项体能游戏行为的时间比例差异，分析出

儿童对相应游乐设施的喜爱度。 

将儿童在游乐场中的总游戏时间设为 1，单项体

能游戏行为用 t 来代表，传统型游乐场中各个体能游

戏行为的时间比例用 ta 表示,现代型游乐场中各个体

能游戏行为的时间比例用 tb 表示。 

3.1  两种类型的游乐场中产生不同行为动作的时间

比例 

3.1.1  产生移动性动作的时间比例 

在传统型游乐场与现代型游乐场中，儿童在水平

移动（行走、奔跑）、垂直移动（爬上爬下、跳跃、

跨越等）上产生动作的时间比例见图 2。  

7~11 岁年龄层的儿童，在传统型游乐场中从事

移动性动作的时间比例为 ta1=0.39，在现代型游乐场

中从事移动性动作的时间比例为 tb1=0.58。从事移动

性体能动作的时间比例差异为：T1=|ta1tb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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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儿童从事移动性动作的时间比例 
Fig.2 Tim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engaged in mobile action 

 
3.1.2  产生平衡性动作的时间比例 

平衡性动作包括轴平衡和动态平衡。轴平衡包括

弯、伸、旋转、前滚翻、后滚翻等；动态平衡包括滑

行、摇荡、上下摇动以及平衡走动等。儿童在做平衡

性动作的时间比例见图 3。 

 

 
 

图 3  儿童从事平衡性动作的时间比例 
Fig.3 Tim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engaged in balanced action 

 
7~11 岁年龄层的儿童，在传统型游乐场中从事

平衡性动作的时间比例为 ta2=0.31，在现代型游乐场

中从事平衡性动作的时间比例为 tb2=0.16。从事平衡

性体能动作的时间比例差异为：T2=|ta2tb2|=0.15。 

3.1.3  产生操作性动作的时间比例 

操作性动作是儿童在操作物品时的游戏动作。包

括剧烈的操作物品动作（如投、接、拉、推、踢、蹬、

踩等）；灵巧的操作物品动作（捏细小物体、玩沙子、

拼接模型、弹珠等）。儿童在做操作性动作的时间比

例见图 4。 

7~11 岁年龄层的儿童，在传统型游乐场中从事

操作性动作的时间比例为 ta3=0.18，在现代型游乐场

中从事操作性动作的时间比例为 tb3=0.12。从事操作

性体能动作的时间比例差异为：T3=|ta3tb3|=0.06。 

3.1.4  产生休息性动作的时间比例 

休息性动作包括坐、站、躺、蹲、看等动作，儿

童在游乐设施上暂停休息的时间比例见图 5。 

 
 

图 4  儿童从事操作性动作的时间比例 
Fig.4 Tim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engaged in  

operational action 

 

 
 

图 5  儿童从事休息性动作的时间比例 
Fig.5 Tim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engaged in rest action 

 
7~11 岁年龄层的儿童，在传统型游乐场中从事

休息性动作的时间比例为 ta4=0.05，在现代型游乐场

中从事休息性动作的时间比例为 tb4=0.09。从事休息

性体能动作的时间比例差异为：T4=|ta4tb4|=0.04。  

3.1.5  产生其他类动作的时间比例 

儿童在游乐设施上未发生上述行为动作，而产生

其他动作的时间比例见图 6。 
 

 
 

图 6  儿童从事其他动作的时间比例 
Fig.6 Tim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engaged in  

other movements 
 

7~11 岁年龄层的儿童，在传统型游乐场中从事

其他动作的时间比例为 ta5=0.07，在现代型游乐场中

从事其他动作的时间比例为 tb5=0.05。从事其他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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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比例差异为：T5=|ta5tb5|=0.02。 

3.2  两种类型的游乐场中产生各体能游戏行为的时

间比例对比 

上述数据结果显示，儿童在两种类型的游乐场中

产生各体能游戏行为的时间比例差异见图 7。移动性

动作时间比例差异 T1=0.19，平衡性动作时间比例差

异 T2=0.15，平衡性动作时间比例差异 T3=0.06，休息

性动作时间比例差异 T4=0.04，其他动作时间比例差

异 T5=0.02。 

从以上关于 7~11 岁年龄层的儿童在游乐场中的

游戏行为时间比例分配中发现：第一，在移动性动作、

平衡性动作、操作性动作上，儿童在两种游乐场中的

时间分配比例都较大，休息性动作和其他动作时间分

配都较少；第二，传统式游乐场中儿童在平衡性动作、

操作性动作的时间比例远高于现代式游乐场，而现代

式游乐场中儿童在从事移动性动作的时间比例则远

高于传统式儿童游乐场。 

 
 

图 7  两种类型游乐场儿童体能游戏行为时间比例差异 
Fig.7 Differences of time proportion between two types of 

playground children's physical game behaviors 
 

3.3  游乐场设施设计的运动行为依据 

从儿童在现代游乐场中不同游戏行为上的差异，

得出儿童对不同体能行为的喜好度，按照喜好度的高

低，将符合各行为类别的运动形式转化成游乐场的设

施设计。现将现代游乐场中儿童游戏行为运动形式进

行归类，见表 2。 

 
表 2  现代游乐场中儿童各游戏行为的运动形式 

Tab.2 Exercise forms of children's game behaviors in modern playground 

类别 时间比例 运动形式 

移动性体能行为 0.58 
儿童改变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如水平移动（走、跑）、垂直移动（爬上

爬下、跳跃、跨越等） 

平衡性体能行为 0.16 
游戏动作包括轴平衡和动态平衡。轴平衡包括弯、伸、旋转、前滚翻、后

滚翻等；动态平衡包括滑行、摇荡、上下摇动以及平衡走动 

操作性体能行为 0.12 

儿童所做操作物品的游戏动作。包括大动作地操作物品动作（如投、接、

拉、推、踢、蹬、踩等）；灵巧地操作物品动作（玩沙子、拼接模型、弹

珠等） 

休息性体能行为 0.09 儿童未发生任何上述的游戏动作，包括坐、站、躺、蹲、看等动作 

 

4  结论 

从 7~11 岁儿童在两种游乐场中体能游戏行为的

时间分配上，可以看出儿童对于不同游戏行为的喜爱

程度。从上述研究来看，儿童在现代游乐场中的移动

性动作和休息性动作均明显高于传统型游乐场。这既

符合儿童好动的天性，同时也顺应儿童运动发展的自

然规律。现代型游乐场为儿童提供了合适的休息空

间，让不知疲倦的儿童在游戏中得到恰当的休息，有

助于儿童健康成长。从儿童的游戏行为来看，儿童对

于产生移动性动作行为、平衡性动作行为和操作性动

作行为的游乐设施普遍都很喜爱。 

综上所述，在进行儿童游乐场设计时，要注意根

据不同动作行为的运动形式设计相应的训练设施。例

如增加过渡性的连接设施，并在连接设施上考虑适当

增加平衡性或操作性游戏。同时在游乐场的空间设

计上要合理设置休息空间，并在休息空间中适当加

入有操作性动作的游戏设施来满足儿童多种体能训

练的需求。总之，游乐场的空间设计是为儿童提供

有助于体能、社会性与创造力等发展并进的游乐空

间，是需要设计者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深入研究的

设计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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