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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国家实施“三胎政策”的时代背景下，“隔代抚养”现象日益增多。

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游乐设施在形式上缺乏创新，在功能上无法满足代际互动的需求，隔代抚养背景下

的社区游乐设施亟待改善。旨在探究社区公共游乐设施的包容性设计方法，提出满足隔代互动需求的社

区公共游乐设施设计策略，使其符合祖孙两代人的使用需求与情感需求。方法 通过对我国合肥市部分

社区公共游乐设施的现状，以及老人、儿童在游乐设施中的行为模态进行调研分析，可以发现，当下社

区公共游乐设施在互动性、包容性及情感性等方面存在不足。研究老年人与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提

取隔代抚养背景下的游乐设施设计需求，以包容性设计理论为指导，从安全性、功能性和情感性 3 个方

面，提出隔代抚养背景下的游乐设施设计策略，打破成人活动区和幼儿娱乐区的物理区隔，打造祖孙共

享的、可实现行为和情感互动的新型游乐设施。最后通过设计实践对设计策略进行验证。结论 在社区

公共游乐设施建设中融入互动和共情理念，可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有利于促进代际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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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int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phenomenon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ever-increasing. 

However, most of the urban community amusement facilities in our country lack innovation in form and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in function. In other words, community amusement fac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int-

ergenerational support need to be improved urgentl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clusive design method of commu-

nity public amusement facilities, and propose a design strategy for community public amusement facilities that mee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nerations, making it meet th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needs of both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By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public amusement facilities in some communities in Hefei, Anhui prov-

ince, China, and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in the amusement facil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public amusement facilities in the community are insufficient in terms of interaction, tolerance and emotion. Study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and extrac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amusement 

fac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Then, guided by the inclusive design theory, put forward amusemen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from three aspects: safety, functionality and emotion. The facility design strat-

egy breaks the physical separation between adult activity area and the children’s one and creates a new type of amu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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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ility for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behavior and emotion. Finally, the design strat-

egy is verified through design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int-

ergenerational rearing is feasible. Incorporating the concept of interaction and empathy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

nity public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intergenerational harmony and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so-

cial resources.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public recreation facilities; inclusive design 

随着社会经济增速的放缓，人口老龄化成为许多

国家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1-2]。国家统计局于 2021 年

5 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 2.64 亿人，

已占到总人口的 18.7%[3]。随着老年人口日益增长，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替代自己的子女承担起儿童

教育和抚养的责任，使隔代抚养成为当下中国社会

中较普遍的抚养模式之一[4]。在隔代抚养的背景下，

社区公共游乐设施使用过程中的“代际冲突”愈发明

显[5]。然而，研发更具包容性的社区公共游乐设施需

要投入较高的成本，由于短期内的社会效益大于经济

效益，较少有企业愿意在相关领域投入，所以与国际

学术界和产业界相比，中国隔代抚养下的社区公共游

乐设施设计更显不足[6]。 

1  社区公共环境中隔代互动设施的必要性 

1.1  隔代抚养的现状 

由于家庭、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使

隔代抚养成为世界各国主要的家庭抚养模式之一[7]。

对隔代抚养的定义与分类有很多，刘靖[8]将隔代抚养

定义为：祖父母单独抚养孙子女，或祖辈与父辈共同

抚养，但祖辈为主要抚育者的教养形式。据统计，在

美国，由于子女工作繁忙，40%的老人每年会抽出至

少 50 h 帮助子女照料孩子[9]；在欧洲，40%~60%的

老人会不定时地照顾自己的孙子女[10]。在中国，老年

人参与照料孙子女的比例高达 58%[11]。2021 年 5 月

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

个子女”的政策[12]（以下简称“三胎政策”），“三胎

政策”的推行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很可能使我国家

庭抚养模式中隔代抚养的比例再创新高。 

宋璐等[13]认为可以根据是否与子女居住、是否有

监护权、祖父母提供照料的程度与时间等因素，将隔

代抚养细分为多种类型。本次研究所关注的隔代抚养

模式，主要针对的是三代或多代共居——祖父母协助

子女照看孙子女这一类型。基于上述研究背景，结合

实际的调研情况，将本文的研究对象定为 60~69 岁的

低龄老年人群，以及具有一定自主活动能力或在辅助

下可以实现互动的 3~5 岁学龄前儿童。 

1.2  隔代抚养对公共游乐设施设计提出的挑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城市社区发展以来，一套

固有的社区游乐、健身器材体系随之形成，鉴于设计

成本、市场风险等因素，绝大多数生产厂家的产品生

产链从未被“打破”，一直沿用至今[14]。在过去较长

一段时间内，社区游乐设施的功能、寿命、质量等性

能相对稳定，可基本满足城市社区居民的活动需求[15]。

随着我国人口规模与结构的转变，以及隔代抚养家庭

模式的普及，社区公共设施建设面临着人口新模态带

来的挑战[16]。对老年人而言，其养生保健的热情随着

身体机能的衰退在不断上涨，且适当的锻炼能让身体

充满活力；对学龄前儿童而言，社区内的游乐场所是

其释放活力的良好选择。此外，老年人与儿童的空闲

时间较多，使他们成为社区游乐设施使用者中的主力

军。通过社会观察发现，在社区游乐设施使用者中，

老人与儿童的占比明显大于其他人群，且他们的使用

频次高、时间长。 

当前的社区游乐设施仅满足了个体用户的锻炼

需求，成人与儿童由于受“照看”与“被照看”关系

的束缚，无法共同参与使用。在隔代抚养模式日益普

及的社会背景下，消除或减轻社区公共游乐设施的

“设计排斥”[17]，使祖孙两辈共同享受休闲娱乐的乐

趣和放松，对健身热情高涨的低龄老年人群来说，显

得十分有必要。同时，包容祖辈与孙辈的游乐设施设

计，必然也可以实现父辈与儿童的共享。大人与儿童

共享游乐设施，可以促进隔代互动或亲子互动，助推

家庭关系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为此，本

文希望以包容性设计方法为指导，探索老幼共享型游

乐设施设计策略，提高游乐设施利用率，为社区游乐

设施设计指明方向。 

2  包容性设计理论情景化扩展 

“包容性设计”一词 早于 1994 年在英国被提

出，并被广泛使用，相似的概念还有在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等地常用的“通用设计”，以及欧洲国家提

倡的“设计为人人”[5]。包容性设计的核心是“用户

多样性”，使尽可能多的人易于“使用”和“参与”[18]。

作为一种设计方法或设计过程，包容性设计在面对多

样化用户群体时，提倡从用户中提取“ 大化共性”

以确定设计服务的对象，以平等包容的视角和心态为

“人口多样性”的世界进行 大化设计[6]。包容性设

计也是一种设计态度——尊重人群多样性、消除障碍

与隔阂、提倡平等与共情[19]。 



380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6 月 

通过对我国合肥市部分社区调研与观察发现，幼

年儿童在社区娱乐场地玩耍时，老人通常因担心孙辈

的安全会在一旁看守或辅助儿童玩耍，但无法参与

其中。在隔代抚养情形下，社区老人与儿童的行为模

式，见表 1。从儿童的视角来看，若家长不固定待在

自身的视线范围内，其内心会产生不安和恐惧情绪，

因此，将下意识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针对成年人

和孩童，很多社区都分别设有游乐场所，但 2 个场地

大多分区明显、各自为政。结合隔代抚养的社会背

景，由于缺乏情景化的思考，社区内的游乐设施不仅

没有促进隔代交流与互动，反而无意识地造成代际

隔阂。 
 

表 1  社区游乐场地老人儿童行为模式一览表 
Tab.1 An overview of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in community playgrounds 

情景 孩子状态 老人状态 情景描述 引导图例 

情景 1 欢乐 紧张，无聊 
孩子与同伴一起玩耍； 

老人在一旁看管 

 

情景 2 欢乐 疲乏，参与感 
孩子无同伴，兴趣降低； 

老人陪同玩耍，压力增大 

 

情景 3 茫然 矛盾，无奈 

老人乐于健身，但因不敢让 

孩子独自停留在成人设施区 

而放弃使用 

 

情景 4 欢乐，危险 欢乐，担心 
老人乐于健身， 

让儿童使用成人设施 

 
 
 

包容性设计理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减少

设计排斥作为首要任务[20]，然而，在隔代抚养模式的

特殊背景下，除了达成多样化群体共同参与的目的之

外，还要进一步关注“用户融入”之后的交互过程与

情感体验。交互过程包括人与产品的交互和人与人的

交互；情感体验一方面指产品使用过程中的使用感

受，另一方面指用户在特定情景约束下的情景化体

验，如祖孙共同使用社区游乐设施，两者除了拥有“器

材的使用者”身份之外，还分别是“祖孙互动”这一

情景中的主体。在用户与产品互动的基础上继续实现

祖辈与孙辈之间的互动，能够培养亲子情感，拉近亲

子距离[21]。在隔代抚养背景下的社区公共游乐设施设

计应首先以包容性设计原则为约束，实现“用户融

入”，在此基础上，扩展到用户的使用情景，从而满

足两代人在亲密关系下的互动需求和情感需求。以隔

代抚养的复杂情景为基础，重新对包容性设计理论进

行审视。在包容性设计理论指导产品与服务开发的过

程中，除了要满足多样化群体“易接近”“可获得”

的基本需求之外，还应结合产品与服务的使用情景，

关注用户的生活方式，提取用户在使用需求层级之上

的多样化情景需求，实现“情感层包容”，有利于提

供更大意义上的个人福祉[22]，提升产品或服务的附加

值。包容性设计概念情景化扩展见图 1。 
 

 
 

图 1  包容性设计概念情景化扩展 
Fig.1 Contextual expansion of inclusive design 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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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区公共游乐设施包容性设计探讨 

提升游乐设施产品的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满足

用户的功能、情感和安全性等需求，使社区的硬件设

施成为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媒介及儿童成长回忆

的载体[23]，从而充分体现城市社区对多元人群的社会

关怀与包容。隔代亲子互动分别从“用户约束”和“情

景约束”2 个层面对社区游乐设施设计提出了要求。

用户约束层面要求产品设计符合人机工程原理、满足

心理需求等基本使用需求。情景约束层面要求产品设

计注重“人与物”的互动，建立用户之间“人与人”

的情感需求。以“用户约束”为基准，拉近人与产品

的距离，促进用户融入，提高未来社区内游乐设施的

可用性；以隔代抚养的“情景约束”为基准，促进代

际互动，拉近祖孙两代的距离，赋予社区游乐设施建

设积极的社会意义。基于以上对包容性设计概念的扩

展，以及对用户约束和情景约束的分析，提出“以安

全 大化为前提，以实现功能为基本目标，以实现共

情为深层目标”的层级递进式设计原则。同时，在“代

际互动之安全性、功能性与情感性”的分层探讨中，

对互动要素进行梳理，见图 2。 

3.1  代际互动之安全性 

以隔代互动为目的的公共设施设计要充分考虑
使用者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特征，遵循安全 大化原
则。公共设施安全可以分为物理性和化学性两大层
面，这是所有公共设施产品应达到的基本要求[24]。物
理安全指游乐设施的形态结构及强度等要素不会在
用户自由活动时对其造成威胁，如要避免设施边缘部
分出现尖锐的棱角，要结合用户使用时的 大承重量
考虑厚度和形态等因素[25]。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
必然会出现身体机能衰退及自我控制力下降等问题
[16]，另外，儿童的自我控制力较弱，因此，要参照老
年人和儿童的身体尺寸、关节活动范围和运动幅度等
数据，牺牲产品的用户可控性（例如减少档位选择），
以保证用户时刻处于安全、无风险的活动范围[26]。化
学安全亦可理解为材料安全[27]。儿童和老年人的免疫
系统比较脆弱，对有害化学物质的抵抗力较弱，长期
与有毒有害的物质接触可能会引发哮喘、鼻咽癌等疾
病，因此，公共设施材料中要避免含铅、汞、苯、酚
等有害化学物质。提高用户的使用舒适度与安全感是
设计活动的目的之一，物理安全与化学安全 2 个方面
的考量缺一不可[14]。 

 

 
 

图 2  代际互动社区游乐设施设计原则及互动要素梳理 
Fig.2 Design principles and interactive elements for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ve amusement facilities 

 

在情景约束层面，隔代亲子互动对游乐设施的空

间布局和祖孙位置关系的设置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

求。在空间布局上，由于学龄前儿童活泼好动、安全

意识薄弱，且老年人应变力相对较差，所以亲子互动

设施应设置在远离主干道路的区域，以避免外部车辆

形成的安全隐患。在祖孙位置关系的设置上，应结合

实际情况尽量缩短老人与儿童之间的距离，以便老人

能在孩子发生危险之前及时察觉并制止。以安全 大

化为前提进行隔代产品设计，提高设施安全性，增强

用户内心安全感，有利于提升产品的“积极诱导性”，

引导用户尝试更多新的体验[28]。如江南大学马慧珊设

计的隔代健身海盗船 D·shipD（见图 3），老人通过摇

动“船桨”使船身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钟摆式运动，可以

锻炼上半身的力量；儿童在娱乐嬉戏中使身体保持平

衡，可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船身将儿童与老人包裹

在一个相对独立亲密的空间中，面对面的空间设置能

基本满足两代人的信息交流与情感沟通需求。包裹性

一体式设计能够在心理上给予用户安全感，使祖孙二

人在独立空间内的联系更加紧密。然而，在此案例中

依旧存在一些不安全因素，如当船体摇曳或未停稳、

儿童在没有安全绑缚的情况下站立或晃动时，容易发

生侧翻。游乐设施应根据设备的性能、运行方式、速

度、结构等特点，设置相应的束缚装置[29]。此外，老

人与儿童的间隔距离较大，也会增加意外发生的可能

性。建议参照 GB/T 34272-2017《小型游乐设施安全

规范》增添相应的安全束缚装置，并设置安全距离。 
 

 
 

图 3  隔代健身海盗船 D·shipD 
Fig.3 Intergenerational fitness pirate ship: D·shi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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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代际互动之功能性 

满足两代人锻炼身体的基本需求，是祖孙互动设

施设计的基本原则。此外，与年轻人相比，老人与儿

童理解和接受新鲜事物的难度较大，接纳处理信息

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针对此类用户的设计，要在

创新的基础上保证用户行为“易接近”、认知“可获

取”[30]。一方面，应在实现互动的前提下，把控好二

者对健身器材或游乐设施强度与力度的要求，避免对

身体造成负担。另一方面，应避免操作过于复杂使用

户望而却步，必要时可以增添人性化、易于感知的导

视系统，从而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操作引导服务。 

社区公共游乐设施应该是促进亲子交流互动的

纽带，除基本运动、娱乐功能之外，实现亲子互动、

加强情感联系是设计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鉴于此，

隔代互动设施的使用方式，应强调协作性——尽量让

祖孙两代共同合作，以成人引导儿童或儿童引导成人

的方式进行，在玩耍中引导孩子建立完善的人格，教

会孩子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如图 4 为某亲子乐园内的

创意游乐项目——“亲子互动喷泉”。当亲子共同骑

行时，动能转化为电能，可以激起池中的道道水花。

该项目强调亲子的协作性，只有双方共同骑行时，才

能产生美丽的水花，无形中对亲子动作一致性提出了

要求，因此，这种由设施使用规则触发的亲子互动可

以被看作是“任务引导型”的互动。同时，成人与孩

子通过学习使用设施，达成新的目标任务，有助于培

养儿童迎接挑战的勇气。类比此类游乐设施的设计，

可以在亲子游乐设施设计过程中，融入具有趣味性和

挑战性的人机互动规则，以提升亲子协作的可能性，

促进亲子双方的动作交流、肢体交流、语言交流、眼

神交流。 
 

 
 

图 4  亲子互动喷泉游乐设施 
Fig.4 Parent-child interactive fountain rides 

 

3.3  代际互动之情感性 

从用户约束角度出发，针对老人和儿童的设计，

不仅要尺寸合理，还要注重外观设计的合理性、趣味

性。产品造型设计与色彩搭配需考虑用户的情感需

求，色彩与造型是产品可以传递给人 直观的元素，

变换的色彩和造型可以传递出不同的情感，营造出不

同的氛围[31]。部分老年人喜静不喜动，色彩相对单一、

造型简洁的产品更能获得他们的好感，然而，3~5 岁

的儿童喜欢色彩明快、造型奇特的产品[32]。因此，要

兼顾两者的审美需求与情感需求，在造型设计和色彩

搭配方面做到包容性处理。合理运用造型与色彩设

计，能够提升产品外观，吸引儿童的眼球，并在潜移

默化中促进儿童审美能力的提升，同时可以刺激并唤

醒老年群体的活力，使老年人感受到年轻鲜活的社区

元素，丰富其精神世界[33]。 

从情景约束角度出发，为促进双方的情感交流，

可以在公共设施使用规则和环节中增加更多的互动

元素。通过增加产品交互模式或改变空间位置等方式

来增加肢体接触，如以面对面式、并排式、手拉手式

或怀抱式等方式引导祖孙互动，拉近祖辈与孙辈的空

间距离，提升亲密度 [34]。丹麦游乐设施品牌康攀

（KOMPAN）旗下的一款亲子秋千（见图 5），实现了

成人与儿童面对面一起荡秋千的可能。据官方解释，

座椅的高度设置保证了游戏过程中儿童与大人能够

时刻保持眼神交流，可以使孩子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

时，获得安全感。然而，儿童只有被家长举起至脚底

离地面 1 m 左右的高度时，才能坐上秋千（见图 6），

可见，此设施对祖辈的臂力、体能等身体机能要求较

高。对隔代互动设施而言，孩子坐上秋千的方式及双

方的运动模式是改良的重点。从互动类型来看，相较

于儿童水利工程的案例，康攀亲子秋千设计更偏向于

“双向引导”的互动过程——互动双方在游戏过程中

共同享受同样的快乐，这种情绪上的正向引导能够使

双方享受游戏，并持续进行下去。亲子互动过程中，

除了任务型引导和双向引导外，还可以由某一方发起

游戏，但要使互动顺利进行，就要保证双方都能从互

动中获得快乐，使互动行为从单向引导过程转换为双

向引导过程。 
 

 
 

图 5 “康攀牌”亲子秋千 
Fig.5 "Kangpan brand" parent-child swing 

 

 
 

图 6  坐上秋千的动作过程 
Fig.6 The process of sitting on the s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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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实践 

笔者设计的“亲子摇摇单车”见图 7，该设计从

常见的投币式摇摇车中提取灵感，通过成人与儿童脚

踏带动链条实现摇摇车的循环往复运动（见图 8）。

摇摇车的运动幅度和摇摆频率根据祖孙共同骑行的

快慢变化而变化，但保证 大运动幅度和频率都控制

在安全范围内。在锻炼过程中，用户可以依据兴趣改

变摇摇车的运动节奏。比如，当孙辈想要适当加快节

奏以体验刺激时，其向祖辈发出期望的信号后，在祖

辈的关怀下两者就会协力达成理想的运动状态。在这

个行为过程中，祖孙可以共同参与到双腿、双臂和腰

部的锻炼中去；同时，共同达成目标的成就感有助于

双方实现共情，加深彼此的信任及情感联系。此外，

摇摇车的摇摆运动有利于老人和儿童放松身心、解除

焦虑，促进血液循环，提升心肺功能；多变的体验有

助于培养儿童突破常规、敢于冒险的精神；怀抱式的

空间位置关系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便于双方进行肢体

互动和语言互动，同时可以给儿童带来安全感。在机

械结构上，摇摇车主要利用了机械设计中的曲柄摇杆

结构。同时，内部的蜗杆减速器可以帮助机械结构实

现自锁，以防止脚踏部分因受力不平衡而失去控制，

大大提升了产品的安全性。 
 

 
 

图 7  亲子摇摇单车 
Fig.7 Parent-child rocking bike 

 

 
 

图 8  亲子摇摇单车运动规律 
Fig.8 The movement pattern of parent-child rocking bicycles 

 

5  结语 

在隔代抚养日益普遍的社会背景下，本文以包容

性设计理论为指导，聚焦于社区内公共游乐设施设

计，关注老年人与儿童在游乐方式和行为需求方面的

差异，从功能、情感和安全三大方面对两代人的需求

进行整合，旨在将祖孙不同的需求和使用情景紧密结

合起来，梳理出代际互动前提下的社区公共设施设计

原则，打破了当前社区游乐设施单一化的局面，创造

了老幼共享、老幼共情的机会，提高了社区公共游乐

设施设计的包容性，使不同年龄层都能在社区中感受

到尊重与友好，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包容度和人文关

怀。同时，为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了参考，为国家推行“三胎政策”进行了合理的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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