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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智慧社区作为研究场域和设计实践平台，以育儿女性为研究群体，探索智慧社区下育儿女性的

幸福感需求研究和积极体验设计服务，建立线下智慧社区服务空间与线上网络应用的配套服务系统。方

法 以文献调查、问卷调查、目标对象深度访谈、行为观察和事件体验地图，整合育儿女性的心理变化

特点、现存社区幸福感需求矛盾以及新型智慧社区为其带来的生活影响和技术支撑，将针对性的幸福感

需求、智慧社区属性和积极体验设计要素进行结合创新，形成一套关于育儿女性的幸福社区实现体系，

并以局部的设计实践进行初步的尝试。结论 总结现有研究内容、用户喜好和设计实践，得出智慧社区

建设中关于育儿女性群体的幸福感需求内容和积极体验设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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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xperience and Design Application of Parenting  

Women in Smart Community 

LI Yang, YAN Xiao-ho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take the smart community a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design practice platform, and the 

childcare women as the research group, to explore the well-being needs of parenting women in the smart community and 

actively experience design services, and to establish a matching service system for offline smart community service space 

and online network applications. Literature survey, questionnaire survey,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arget objects, behavior 

observation and drawing event experience map were used to integrate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

ing women, the existing contradictions of well-being needs in community, and the life impact and technical support 

brought by the new smart community. The targeted well-being needs, smart community attributes and positive experience 

design elements were combined and innovated to form a set of well-being community realization system for parenting 

women, and make a preliminary attempt with partial design practice. By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contents, user 

preferences and design practices, the content of well-being needs and positive experience design elements of the parenting 

wome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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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Smart Community）的研究和发展在

近年来成为国家建设和实现全民福祉的重点内容，其

旨在利用互联网物联网等高新技术对社会资源和社

区居民生活需求进行高效整合、高度满足[1]。在已有

的智慧社区发展之中，国内研究逐渐注重从社区居民

本位出发，从不同范畴和不同方面满足社区常住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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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和精神双重需求，其中育儿女性作为智慧社区

的特殊居民之一，其自身与社区生活的绑定性较强，

在社区中的停留时间也较长，生活活动轨迹较为单一

且固定，因此通过基于智慧社区之上的设计研究和设

计实践，对育儿女性幸福感需求进行探索，建设幸福

感充盈的社区生活，提供情感宣泄和交流的积极体验

生活模式，为育儿女性带来长久的身心健康，奠定社

区生活的幸福基调。 

1  智慧社区建设与育儿女性特殊需求概况 

智慧社区的概念起源于国外，其建设意义为完善

智慧城市的基础单元部分并做好城市治理的“最后一

公里”[2]，对于智慧城市的目标建成来说，智慧社区

是其建设开发和稳固的前提基础。21 世纪初，智慧

社区的概念传入我国，并随即开始了对智慧社区的中

国化、本土化研究[3]。但就国内目前发展形势来看，相

比于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方式迭代以及科

学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性，智慧社区的理论研究

和实际建设仍不够成熟全面。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

盾也逐一浮出水面，这类问题影响智慧社区在国内的

整体发展方向，也影响社区居民对于智慧生活和幸福

社区的感知评价。首先体现为：智慧服务目的模糊，群

众参与使用度未达预期，智慧社区的建设不完善，社

区功能实现不全面等情况。居民对于智慧社区的概念

理解度、环境评价度、服务参与度和认可度参差不齐，

这一系列问题最终造成智慧社区实际建设的低效化。其

次体现为：智慧社区供给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存在误

差甚至断裂，部分智慧社区过于注重高新技术的运用

和商业化利益追求，并没有进行全面的用户需求调研

和建设意见采纳的前提工作，以至于居民对于社区频

繁推出的服务项目和社区活动感到陌生和无感。最后

体现为：隐含于社区全民化背后的小部分特殊群体的

生活需求被漠视，老年人、育儿女性等群体对于社区

生活的依赖性最强，但最终呈现的智慧社区功能建设

和需求满足并不能完全与其对接，社区所提供的设施

服务、娱乐活动没有考虑到特殊群体的身心特点，导

致此类居民群体无法参与和融入，因此整体造成特殊

群体的社区生活需求和生活幸福感缺失现象[4]。 

1.1  智慧社区中育儿女性需求满足情况 

育儿女性作为社区生活中的特殊群体之一，所接

收到的社区信息和社区活动呈现过度商业化、大众化

的特点，即使有社区组织社区活动，其服务人群也是

全体居民，部分实际活动并不适合育儿女性参加。并

且在已有的智慧社区特殊群体关怀研究中，大部分研

究力量较多集中于老年人群体。从相关文献检索和关

键词梳理之中发现，对于育儿女性智慧社区的针对性

研究相对匮乏，其原因在于：第一，育儿女性的生理

特殊性和需求特殊性对比普通居民来说并不明显；第

二，育儿女性生活和工作能力在生育子女后并没有出

现大幅降低；第三，育儿女性在生育子女后的自我关

怀能力和活动独立性下降不明显，并没有出现水平骤

降的现象，即使出现，也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到正常

水平，因此较少需要社会社区进行持续的介入和帮扶

工作。以上三种原因导致育儿女性并未成为常规意义

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其生活需求的特殊性往

往难以得到普遍关注[5]。 

1.2  智慧社区中育儿女性的生活需求满足条件 

智慧社区的建设特点和发展结构能够将社会资

源进行集约式的发展，对于育儿女性生活来说，以社

区生活为主要活动场域，依托智慧社区服务，能够确

保其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和精力关注方面，近距离地解

决生活问题和育儿问题。例如将社区周边的医疗、教

育和家政服务等方面进行智慧型管理和科技融入，相

比于传统建设来说，智慧社区建设能够提供给育儿女

性更加便捷和安全幸福的生活环境。智慧社区的“智

慧”不仅强调科学技术一类的智能设备和管理要素，

“慧”在中国古代中寓意着美好、和谐和人本的思想，

能够在传统社区发展之上更多地关注用户心理的微

观需求，带给社区居民高层次的幸福满足。在智慧社

区中进行人群分类和具体研究也是梳理当下发展方

向和优化实践结果的必要步骤，如果仍以宏观的、大

致的、同质化的视角和手段进行发展创新，将会难以

到达问题根本，也会降低智慧社区的建设速度和建设

质量。 

1.3  智慧社区中满足育儿女性幸福感需求的必要性 

在社会发展和女性工作能力、工作要求不断攀升

下，女性群体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工作中经常会受到不

公平待遇，因此对于女性社会角色重要度和生活关怀

度的提升逐渐成为新一代的人权呼吁和重点的倡导

工作。21 世纪以来，女性生理保健和心理情感研究

理论实践工作呈现大幅增长现象。社会逐渐认识到女

性群体的权力尊重和生活工作保护的重要性。因此在

社区生活中，利用智慧社区服务设计满足育儿女性的

生活需求便成为一件锦上添花的推动工作。除此之

外，将积极心理学分支——积极体验设计置于具体的

用户行为研究和设计实践当中，不仅可以夯实育儿女

性的社区生活方式变革效果、打破已有的发展桎梏，

同时可以将设计效益和用户幸福感以长久的时间保

持、未来式的视角进行发展，进而在整体上推动全民

福祉和全民幸福工作[6]。 

2  育儿女性身心特点与幸福感感知 

在研究中，对育儿女性进行更高层次的细分，以

20~35 岁和子女年龄 1~6 岁的女性群体作为研究分析

的主要对象和设计目标用户，并将该阶段视为女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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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塑造的关键黄金时期，原因在于此年龄段的女性

承担的社会角色最多且最丰富，相应来自于工作生活

中的责任和压力也最大，该阶段女性群体的子女大多

是学龄前儿童，需要母亲的大量陪伴和心血付出，处

于这一人生阶段的女性面临着工作养家与脱产带娃

的艰难选择、担任新手妈妈的懵懂、未知压力、家庭

长辈对于养育子女的介入和观念分歧等。在日常生活

中该女性群体的活动轨迹也相对稳定单一，活动区域

因养育责任和生活压力进一步受限。女性在这时极容

易出现身心健康问题，进而自身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力

往往也很不稳定，容易受情绪的干扰。因此，该阶段

女性群体需要耐心地被聆听、被给予温暖的心灵关怀

和交流放松活动，从而保证这一阶段的生活品质和幸

福感的获取。在这一阶段过后，女性群体随时间和育

儿经验的积累会出现心理情感相对放松、多重压力随

即递减、重新进行自我审视和生活规划等良好转变。

但也有部分女性因为在黄金时期出现负面心理问题

和生理疾病，以及大量的生活和育儿压力未被及时解

决和排解，对后续生活造成了不可逆的消极影响和身

心伤害。 

2.1  青年女性特有的幸福敏锐度 

青年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在青年时代，女性的

智力水平达到人生的巅峰期，对于周围事物的接纳、

微妙感知和学习模仿反应能力也最为敏锐迅速，在这

一阶段，女性先赋性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也出现由经

验型向理论型的急剧转变。她们开始重新审视周围的

事物，接纳真实的自我，更加注重从实际出发进行理

论知识学习[7]，并且更加偏向独立性思考，善于总结

现状，形成一套有自我特色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

观。最后初为人母的身体雌性激素分泌变化和母亲角

色加持也给予了女性更加强烈的感性情感冲击和宣

泄欲望，而由感性情感触发下的创造思维能力和创造

想象能力也加强了其对于生活幸福的憧憬和追求。因

此，在这一阶段青年女性对于周遭事物所带来的心理

感受也最为敏锐、幸福感的追求也最为迫切[8]。 

2.2  育儿女性幸福感与积极体验设计 

幸福感由客观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组成[9]，前者

侧重客观物质水平的供给满意度和价值评判，主要受

物质生活水平、经济水平影响。后者侧重于在物质基

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层面，强调精神世界的富足和安

康，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塑造一部分由自身的性格、价

值观和人生追求所决定，一部分来源于外界所带来的

刺激和影响，在外界刺激中又可以细分出整体的生活

满意度和具体生活领域的满意度评价[10]。在设计活动

中，能够利用具体的产品案例和目标人群研究将幸福

感的获取进行进一步锁定和落实，例如 Desmet[11]等

学者提出了在主观幸福感的基础上发展积极体验设

计，即通过制定相关设计准则和评价准则来提升用户

的主观幸福感，其研究成果推动了在设计学科中对于

幸福感的描述和实现。 

2.3  育儿女性幸福感需求内容 

学者刘晓霞 [12]在关于城市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

的传统研究中指出：身体健康状况、年龄、婚姻状况、

学历、收入状况等自身条件价值成为女性自身幸福感

的内部来源，而外界社会所带来的工作认可、学习提

升、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活动成为幸福感的外部来

源。育儿女性中的幸福感来源和影响因素相比较城市

女性，存在部分重合、部分比重变化和部分新生的差

别关系。养育子女的责任、家庭成员的新增以及新的

母亲角色为女性带来了幸福感的拓充和影响，在女性

群体主观幸福感获取的基础上，育儿女性感知幸福感

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幸福感追求的欲望也进一步加

大，通过相关文献和调研数据分析，将育儿女性的幸

福感来源大致划分为：安全幸福感、养育幸福感、职

业幸福感、社交幸福感、自我实现幸福感。安全幸福

感来自于育儿女性的身心安全和育儿安全，养育幸福

感进一步体现为女性有养育幼儿的能力和养育方式/

观念的决定权、主导权，职业幸福感在职业女性和脱

产家庭主妇身上的体现并不相同，对于职业女性而

言，如何在带娃的同时将工作做好成为职业幸福感的

决定因素，而对于全职主妇来说，未来就业的可能性

和职业技能的具备成为其考虑的重点内容，社交幸福

感体现在育儿女性对于身边所有日常人际关系的维

护、娱乐休闲活动的参与行为、社交中的精神交流和

自我陶冶等方面，自我实现幸福感是前几种幸福感的

总和[13]，内容包含所有幸福感分支的实现质量，除此

之外还涉及自我人格塑造、生活品质和生活幸福状况

评判，见表 1。 

 
表 1  育儿女性幸福感来源 

Tab.1 Sources of well-being of parenting women 

幸福感来源 安全幸福感 养育幸福感 职业幸福感 社交幸福感 自我实现幸福感 

包含 

内容 

身心安全 

育儿安全 

养育能力 

养育方式 

养育观念 

养育决定 

在职幸福感 

就业幸福感 

人际关系维护 

娱乐休闲活动 

精神交流陶冶 

生活整体评判 

自我价值塑造 

生活幸福评判 

  



354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12 月 

 

3  智慧社区中育儿女性幸福感需求分析 

幸福感需求内容梳理后，研究进入育儿女性在

实际社区生活关于幸福感需求的系列调查之中。在

宏观的幸福感理论研究之上利用发放回收和分析问

卷调查、入户深度访谈和访谈数据编码、行为观察

和绘制事件体验地图得出育儿女性社区生活幸福矛

盾和愿景，构建相关积极体验设计要素从而指导设

计实践。 

3.1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以育儿女性幸福感现状为调研目标，设计调查问

卷，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目标人群基本信息、居民日

常行为、幸福感现状、社区需求满意度。问卷共发出

172 份，回收 172 份，均为有效问卷。以社区生活的

安全幸福感调研内容为例，研究发现在目标人群对现

有社区环境舒适度的满意程度中，非常满意不足占

20%，较为满意不足占 50%；而影响现有社区环境舒

适度的关键因素为装修噪音和公共空间占用，见图 1。 

以社区生活的社交幸福感调研内容为例，进行调

查中发现：大约一半的育儿女性对于现有的社区活动

持不满意态度；对于社区活动的不满，原因主要集中

在没有收到活动信息、参与感不强和不适合自身三个

选项上，见图 2。 

 

 
 

图 1  以安全幸福感为例的问卷调查回答内容 
Fig.1 Content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well-being and security as an example 

 

 
 

图 2  以社交幸福感为例的问卷调查回答内容 
Fig.2 Content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social well-being as an example 

 

3.2  深度访谈数据分析 

在深度访谈环节当中，跟随育儿女性入户，并邀
请其接受访谈，将访谈进行记录、分析和逐级编码，
梳理得出育儿女性幸福感具体需求，并利用 Kano 评
价表将需求进行分类和排序，见表 2—3。其中 M 代
表必备需求，必备需求对应着体验服务中的基础性需
求，如忽略这一需求的实现，用户对于体验服务的满 

意度会降低，优化也不会提高相应的满意度，O 代表

期望需求，期望需求对应着体验服务中用户希望被满

足的需求，如忽略这一需求，用户对体验服务的满意

则会降低，相反满足就会增加整体的满意度，A 代表

魅力需求，在体验服务中，这类需求未被满足不会影

响到体验服务的整体满意度，一旦满足，整体满意度

就会大幅提升，I 代表无差异需求，这类需求不论是

否被满足都不会较大地影响到整体满意度的变化，R 代

表反向需求，这类需求满足相反会降低整体满意度。 
 

表 2  用户 1 访谈编码与需求等级评价 
Tab.2 User 1 interview code and needs rating evaluation 

访谈内容 幸福感需求来源 具体需求体现 需求等级

带孩子在小区玩，经常有不牵绳的小狗、开得特别快的车， 

没有适合游玩的地方。 
安全幸福感 育儿安全需求 M 

为了带孩子，把之前的工作辞了，现在感觉跟外边的交集很少，

就像要跟这个社会脱轨了一样，感觉自己完全为孩子而活。 
自我实现幸福感 自我价值塑造需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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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访谈内容 幸福感需求来源 具体需求体现 需求等级

跳操、带孩子去楼下遛弯、运动，按自己的方式养育孩子， 

看着孩子在自己身边玩闹，特别开心幸福。 

养育幸福感 养育能力需求 

养育方式需求 

养育观念需求 

O 

没有参加过，有点社恐，带着孩子也不方便， 

但很想参加志愿服务类活动。 

社交幸福感 人际关系维护 

娱乐休闲活动 
I 

想找兼职挣钱、会的东西少、没时间干全职。 职业幸福感 就业幸福感 A 
 

表 3  用户 2 访谈编码与需求等级评价 
Tab.3 User 2 interview code and needs rating evaluation 

访谈内容 幸福感需求来源 具体需求体现 需求等级

有了小孩以后，总觉得哪都特别脏，出去玩容易携带细菌， 

尤其在生孩子以后，身体抵抗力变差了，不敢生病，怕传染小孩。

安全幸福感 身心安全需求 

育儿安全需求 
M 

受疫情影响，居家办公，职场竞争激烈，日常焦虑。 自我实现幸福感 生活幸福评判 

自我价值塑造 
A 

给孩子看病的时候，离医院太远，野生带娃，犯了很多错。 养育幸福感 养育能力需求 

养育方式需求 

养育观念需求 

养育决定需求 

O 

有老太太爱传闲话，和老人没有共同语言，想与年轻人交流， 

一起带孩子玩，一起聊天逛街。 

社交幸福感 人际关系维护需求

娱乐休闲活动需求

精神交流陶冶需求

I 

居家办公工资少了，喜欢买买买，钱不够花。 职业幸福感 职业幸福感 A 
 

3.3  用户事件体验地图数据绘制分析 

在行为观察和事件体验地图中，针对育儿女性居

家办公这一事件进行研究，见图 3。通过幸福情绪的

起伏变化引出这一事件中育儿女性的生活痛点和幸

福愿景，即渴望拥有一个进行独立学习工作且同时监 
 

护幼儿的活动空间，这一方面体现了育儿女性对于自

我实现幸福感和职业幸福感的注重和追求。 

3.4  智慧社区下调研需求总结与评级 

对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行为观察和事件体

验地图得来的所有信息进行梳理，总结出以下育儿女 

 
 

图 3  以居家办公事件为例的用户体验地图绘制 
Fig.3 User experience mapping based on home offic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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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智慧社区下的具体幸福感需求，见表 4。同时挖

掘智慧社区中能够支撑设计实践的特性：社区生活的

安全性，即在社区中，通过智能安防系统，对于育儿

女性的人身安全进行基本保护和保障工作；社区生活

的技能给予性，即在智慧社区的开发过程中，能够为

育儿女性提供网络学习交流平台和实际的互动活动，

促进育儿女性的技能学习和掌握能力；社区社交相关

性，即体现为在社区生活中，女性群体可以通过社区

渠道与周边的相关人群进行交流互动，以丰富生活， 
 

表 4  幸福感需求内容与评级分类 
Tab.4 Contents and rating classification 

of well-being needs 

M 基本需求 O 期望需求 A 兴奋需求 I 期望需求

游玩场地需求 

亲子互动需求 

活动参与需求 

育儿安全需求 

独立工作学习需求 

物品置换买卖需求 

技能掌握需求 

话题谈论需求 

身心安全需求 

交友聊天 

需求 

自我提升 

需求 

安静环境

需求 

娱乐休闲

活动需求

 

从而获得社交幸福感。 

3.5  针对育儿女性的积极体验设计语言转化 

将目标用户的幸福感需求结合智慧社区设计实

践特性，并将学者 Hassenzahl[14]提出的影响积极体验

的设计要素等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划分、调整，得出针

对于育儿女性在智慧社区建设下的积极体验设计要

素（见表 5）：（1）安全性，即表现为自我身心安

全与育儿身心安全保护，育儿女性的幸福感保障基础

便是安全性、对于目前生活节奏的可掌控性以及子女

行为的监护安全可视化；（2）技能性，即表现为女

性拥有妥善养育子女和调整自我身心健康的基础技

能，以及女性有接纳新技能、学习新技能、掌握新技

能的能力和素质；（3）尊重性，即表现为对于女性

身心隐私和权利的尊重，以及女性育儿方式选择、生

活育儿观念等意识的尊重；（4）相关性，即表现为

相关群体的交流互动，涉及育儿女性周围的所有社交

圈，以家庭社交为基础等其他社交相关，在相关社交

群体中，良好的沟通、互动和共鸣能够为女性带来舒

畅的心情和持久的社会融入感、安全感。 

表 5  育儿女性积极体验设计要素 
Tab.5 Design elements of positive experience for parenting women 

幸福感需求 

游玩场地需求 

育儿安全需求 

身心安全需求 

技能掌握需求 

亲子互动需求 

独立工作学习需求 

自我提升需求 

安静环境需求 

活动参与需求 

物品置换买卖需求 

话题谈论需求 

交友聊天需求 

积极体验设计要素 安全性 技能性 尊重性 相关性 

 

4  育儿女性的积极体验设计 

将育儿女性的幸福感需求结合目标用户积极体

验设计四要素[15]，产出社区服务空间和配套线上 APP

设计。考量社区物质人力资源、管理资源和居民生活

特点，由政府领导、街道管辖、商业入驻和居民自治

等多种方式进行共同管理，全面确保服务空间的服务

质量。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规模传染下，在社区

环境中置入服务空间和配套线上 APP 进一步降低育

儿女性与其子女外出活动的危险性，提高了生活便

利，丰富了社区活动类别，对育儿女性的幸福感产生

了积极的作用。 

4.1  智慧社区服务空间设计 

在设计实践中，将社区空间划分为 7 个基础板

块：技能学习区、妇幼参与式游乐区、物品置换买卖

区、身心医疗咨询治疗区、女性自习室、多功能育儿

区和女性交流互动区[16]，通过智慧社区中的资源灵活

调配、服务人员行为可视化和居民自治互助等特点来

营造幸福感充盈的育儿女性活动空间（见图 4）和服

务功能（见表 6）。在女性群体经济能力和参与积极

性存在个性化、差异化的前提下，该服务空间具有商

业化与公益化并存的经营机制特点，以此形成长久的

资金运营保障和群体积极参与性保障，整体依据积极

体验设计要素进行设计实践，最终提升育儿女性幸福

感需求，见图 5。 

1）技能学习区，技能学习区以公益性活动和商

业性活动并存为经营特点，服务空间为用户提供有偿

与无偿的技能学习课程，同时用户也可以自行组织技 
 

 
 

图 4  服务空间设计规划图 
Fig.4 Design plan of servic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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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学习小组，由女性自身担任技能教师，实现育儿女

性的自治和互助。在这里育儿女性能够通过学习新的

育儿技能、生活技能、烹饪技能和职业技能提升生活

质量，为女性未来就业提供技能支持和多样就业可能性。 

2）妇幼参与式游乐区，这一区域提供给育儿女

性娱乐、社交和休息的多重功能，女性在这里不仅可

以实现陪伴幼儿游玩的育儿监管责任，也可以与身边

的同伴进行交流沟通，见图 6。 
 

表 6  服务空间区域服务功能说明表 
Tab.6 Service function description of service space area 

区域 服务功能 特征 

1）技能学习区 育儿女性技能培训与练习 开放与半开放可观摩 

2）妇幼参与式游乐区 育儿女性监护子女和游玩互动 全开放游玩互动 

3）物品置换买卖区 一手二手物品置换购买 全开放可游览交流 

4）身心医疗咨询治疗区 育儿女性生理心理咨询治疗 私密护理 

5）女性自习室 育儿女性自主工作学习 沉浸式学习工作 

6）多功能育儿区 委托育儿与女性自主育儿 半私密与私密性育儿 

7）女性交流互动区 大团体会议和小团体谈论交流 开放与半开放交流互动 

 

 
 

图 5  服务空间与线上 APP 设计实现路径 
Fig.5 Service space and online APP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图 6  妇幼参与式游乐园效果图 
Fig.6 Effect draw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participation amusement park 

 

3）物品置换买卖区，在物品置换买卖区中，具

有一手物品购买和二手物品自由置换货架（见图 7），

育儿女性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买卖或置换，通过

物品置换降低经济压力，并进行经济社交。 

4）身心医疗咨询治疗区，服务空间配备专业的

育儿师、妇产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团队，育儿女性可

提前通过线上 APP 进行咨询和预约服务，对于线上

难以解决的问题，可前往服务空间进行实际面诊和治

疗，在咨询和治疗过程中全部实行私密性和封闭性管

理，并且只允许目标客户单独进行咨询治疗。其目的

在于满足女性身心安全、育儿安全和被尊重体验。该

功能板块实行商业性经营机制，目的在于保障空间服

务质量和专业性。 

5）女性自习室，在当今倡导居家办公、居家学

习的时代要求下，女性群体可通过交纳自习室费用，

进入单元化自习室进行自主学习和工作，避免外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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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同时可将幼儿托付给服务人员照顾，让幼儿在游

乐区游玩或在休息区休息。自习室桌面设有视频监

控，女性可通过监控实时关注幼儿情况，在工作学习

之余做到幼儿陪护和健康可视化，实现妇幼时空共存

和对子女的云陪伴。 

6）多功能育儿区，在整个空间设计中，不仅以育

儿女性的独立角色和用户性格特征作为主要的设计研

究内容，提供给用户多种多样的积极体验活动和幸福感

追求，同时对育儿中“育”的活动（即女性对子女的基

础养育照料职责和女性与子女行动的密切捆绑性）进行

满足，设立了私密与半私密性的育儿区，女性可以在这

个区域中完成最基础的育儿活动和陪伴休息，见图 8。 
 

 
 

图 7  物品置换买卖区效果图 
Fig.7 Effect drawing of goods replacement trading area 

 

 
图 8  多功能育儿区效果图 

Fig.8 Effect drawing of multi-functional childcare area 
 

7）女性交流互动区，女性交流互动区属于智慧

社区服务空间中的公益部分，通过举办知识讲座活动

鼓励前往，或通过育儿女性自行前往进行日常娱乐和

休闲活动，育儿女性也可通过申请和租借场地，自行

组织各种交流活动以促进相关群体的交流、互动和互

助，使女性感受到积极体验设计所带来的相关性、尊

重性和技能性，获得一定的社交愉悦，或是学习到新

的知识技能，增强自身的自我肯定和价值提升。 

4.2  线上 APP 设计 

线上 APP 与实际的社区服务空间实现功能捆绑

和互为补充，见图 9。固有的育儿女性用户因时间安

排、职业原因或居家必要性等问题无法经常前往服务

空间时，便可通过线上 APP 进行医疗咨询治疗、妇

幼物品购买置换（见图 10）、群体交流和技能学习

等活动，同时该 APP 具备论坛讨论、妇幼知识普及、

营养膳食制作教学等服务功能，在普适性的网络使用

功能基础上增加针对于育儿女性的特殊服务项目，并

辅助实际的服务空间功能使用。 

线上 APP 也可作为未知用户和潜在用户的入门

体验环节，对于设计方案中的部分功能进行初步的尝

试和试用体验，进而再考虑是否愿意参与线下的空间

服务等活动。同时线上 APP 在网络媒介中能够打破

空间的距离限制，为没有能力条件参与线下服务的女

性群体提供灵活的使用平台和信息获取渠道，使设计

实践更具普适性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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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线上 APP 功能逻辑架构图 
Fig.9 Diagram for logic architecture of online APP function 

 

 
 

图 10  线上 App 物品置换购买功能展示 
Fig.10 Display of online App item replacement purchase function 

 

5  结语 

从智慧社区的资源调配和发展特点入手，并将其

作为设计实践平台和技术支撑的前提，分析育儿女性

的心理变化特点和该阶段的幸福感需求，构建育儿女

性积极体验要素模型，从而指导设计实践。在服务空

间设计之中通过功能板块的划分、服务与策划，为育

儿女性提供幸福感充盈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交流场所，

并以线上 APP 进行辅助使用，将幸福感和用户关怀

融入育儿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体提升育儿女性的

幸福感和群体价值，利用设计实践进行女性群体的关

怀工作，从设计学科方面为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促

进工作增添力量，进而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度，共同

营造以人为本的幸福社会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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