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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满足 4~7 岁儿童发展需求的户外隐匿游戏空间和游乐设施，以实现减少监护人对儿童

游戏的监督和命令，保障儿童自由、自控游戏，帮助儿童增强自我认同意识、建立独立自信品格，并培

养高情商交往能力。方法 首先针对 4~7 岁儿童游戏行为的心理行为特征和游戏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并

探究游乐空间和设施对 4~7 岁儿童游戏行为及心理特征的影响，得到儿童发展需求对户外游戏空间及其

设施的具体要求；其次，结合儿童自我发展和自主游戏的诉求，对儿童户外隐匿游戏空间及其设施的设

计要点进行了分析；最后从儿童游乐空间和设施的主题确定、方案设计及效果展示三个阶段出发，构建

满足 4~7 岁儿童发展需求的户外隐匿游戏空间及游乐设施。结果 构建了儿童不断深入参与的隐匿空间、

参差自然与社会相恰的诗意隐匿空间、象征性分割迷宫三种不同特点的户外隐匿空间，可满足儿童自主

游戏的需求；此外，隐匿空间中内置的与空间特征相适应的趣味性、操作力助益游乐设施，其造型、材

质、色彩多方面的设计考虑，可以激发儿童想象力，增加儿童游戏热情，促进儿童的探索兴趣。结论 构

建了可满足 4~7 岁儿童发展的游乐空间和设施的设计方案，有利于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也为 4~7 岁儿

童游戏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设计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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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construct outdoor hidden play space and facilities that cater to the developmental demand 

of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4 and 7, so as to minimize the need for adult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during children's 

playtime, allow children to engage in free and self-directed play and support them in developing a strong sense of 

self-identity, fostering independence and self-assurance, and nurturing their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bilities.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play behavior at the age of 4-7 were analyzed, and 

the effect of play space and facilities on children's play behavior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age of 4-7 was 

explored, so as to get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demand for outdoor play space and facilities. 

Then, in combination with children's self-development and independent play, the key points of designing children's out-

door hidden play space and facilities were analyzed. Finally, from the three phases of determining the theme, designing 

the scheme and demonstrating the effects of children's play space and facilities, the outdoor hidden play space and facili-

ties which could satisfy the developmental demand of children at the age of 4-7 were constructed. Three distinct typ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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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door hidden spaces were constructed, including a hidden space designed to facilitate deep participation among chil-

dren, a poetic hidden space highlighting the contrast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and a symbolic division labyrinth cater-

ing to children's desire for independent play. Additionally, these hidden spaces incorporated engaging and manipulative 

amusement facilities in line with the specific attributes of each space. The design considerations for these facilities en-

compassed their shapes, materials, and colors, all of which aimed to stimulate children's imaginations, enhance their en-

thusiasm for play, and foster their curiosity for exploration. The design scheme of play spaces and facilities aimed 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ged 4 to 7 is constructed, which is conductive to the enhancement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and offers novel design concepts and guidanc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lay industry 

catering to children within this age group. 

KEY WORDS: children of 4-7 years old; developmental demand; hidden play space; play facilities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一个国家发

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因素。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未来总是由今天的少年儿童开创

的，因此要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培

育美好心灵，让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得到良好的发

展。意大利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童年是人生

重要的时期，它不是对未来生活的准备时期，而是

真正的、光彩夺目的一种独特的、不可再现的生活”。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

年治愈，而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现代心理

科学研究发现，成年人身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从他的

童年生活中找到答案，从童年生活经历中去追溯源

头。由此可见，童年对人一生的重要性无可替代。其

中，4~7 岁是儿童从幼儿期进入童年期的关键阶段，

也是儿童智力和社会综合能力迅速发展的阶段，关注

该阶段的儿童生长发育，对儿童形成“我能行”的自

我力量感，逐步培养儿童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建构

自我的独立品格尤为重要。孩童的游戏时间都喜欢在

户外度过，户外游乐空间和游乐设施会影响儿童品

格、思维和交往能力的塑造。4~7 岁儿童对游乐空间

及游乐设施的感知能力得到快速提高，对游乐空间环

境自主探索能力逐渐增强，开始在游乐空间中形成领

地意识。这种现象促使儿童喜欢聚集在一些相对私密

的空间，儿童是这种隐匿性游乐空间的主宰者，这种

适度的领域感有助于形成儿童的自我认同意识[1]。因

此，构建满足 4~7 岁儿童发展需求的户外隐匿游戏空

间及其内部游乐设施，有助于该阶段儿童塑造自信的

性格、创意的思维和灵活的交往能力。 

近年来人们对儿童游乐空间和游乐设施已经有

了广泛的研究。从儿童户外体力运动和游戏的角度出

发，范晓莉[2]从自然、开放、冒险、隐匿、设施、游

戏环境塑造等方面研究了儿童游戏设施的艺术化介

入设计，提出了未来儿童游戏空间及其设施的设计要

注重复合感官的设计理念。通过分析“美好”童年的

构建与儿童对户外游戏“需求”之间的关系，Kernan 

& Devine[3]围绕儿童日常生活中父母监督的安全性

和被保护儿童独立自主玩耍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进

行研究，发现儿童日常户外游戏边缘化的现象。此外，

Benninger[4]对南非社区中儿童如何构建和分配“自

我”进行探索，包括为儿童玩耍、学习和形成有意义

的关系建造安全的空间提供了启示。然而，以上儿童

游戏空间构建忽视了儿童掌控空间领域的需求，从设

计上掠夺了儿童对空间的主宰权，忽视了儿童独立性

格的培养及主动探究品格的塑造。范晓莉[5]从儿童天

生的冒险心理进行了隐匿游乐空间和儿童游乐设施

的研究。唐莉英[6]结合了城市儿童游戏场的空间构成

三要素：边界、领域与中心，并将场地划分为单一空

间与复合空间，总结出儿童游乐空间是由边界、入口

和内部这三个方面构成，而内部空间是由开敞空间、

过渡空间、隐藏空间及连接空间构成，并且分析了隐

匿空间。然而以上研究对隐匿空间的塑造多注重娱乐

层面，没有考虑儿童的心理发展需求；对隐匿空间中

儿童游乐设施的设计与空间结合不够融入，趣味性和

儿童的操作力助益的设计关注度不足。因此，依据

4~7 岁儿童发展需求，对户外隐匿游戏空间及其设施

进行设计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帮助儿童形成自信、

冒险的品质及塑造创新的思维能力。 

本研究结合 4~7 岁儿童的心理、游戏特征、父母

的看护习惯，分析儿童对户外游戏空间和设施的需求

特点，提出有助于儿童发展的设计思想。基于以上分

析，构建儿童不断深入参与的隐匿空间、参差自然与

社会相恰的诗意隐匿空间、象征性分割迷宫三种不同

特点的户外隐匿空间。在这三种空间内置于与空间相

适应的具有趣味性、操作力助益的游乐设施，鼓励儿

童在不同类型的空间中探索 适合自己的隐匿空间，

帮助儿童增强自我认同意识、独立自信的品格、较高

情商的交往能力，并在游乐设施设计中注重激发儿童

想象力，增加儿童游戏热情，进而促进儿童的探索兴

趣及身心健康。 

1  4~7 岁儿童特征分析 

1.1  4~7 儿童心理行为特征 

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生理和心理会呈
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这直接影响着儿童的行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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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依据儿童发展心理学，4~7 岁是儿童的幼儿期末
端，童年期开始的阶段[7]。这个阶段的儿童具有幼儿
期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如开始有初期的社会规则
心理和挑战行为；也显现出儿童童年期的心理特征和
行为特征，如保持稳定情绪心理和竞争行为。把握
4~7 岁儿童年龄阶段的儿童需求，是儿童游乐设施设
计时亟需解决的问题。对 4~7 岁儿童心理和行为特征
的分析结果如下。 

1）心理特征。会产生参加具有实践性质的社会
活动的愿望，并在活动期间会有模仿成人的行为；开
始形成自己的个性；形成了初步的抽象思维模式受社
会的道德现象影响比较大，具有一定的社会行为习
惯；自我意识进一步地得到了强化，并开始与同伴的
交流变得非常密切，其交流表达形式更加多元，可以
通过使用语言、表情、动作，也能通过自我意愿图案、
音乐交流表达；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且能够进行
自我意识的管理，他们对自我的约束力和责任心变得
很强，并且学会了领导、分享.谦让、服从等初期的
社会规则；能够初步有效地控制自我情绪，在不受到
巨大的刺激时，一般都能够保持稳定情感。 

2）行为特征。此阶段初期的儿童大部分时间都
是在游戏中度过，比较喜欢具有挑战性、团体性、创
造性、建筑性活动性质的游戏；此阶段中期和后期的儿
童已经步入上学阶段，他们的学习主导活动形式与集体
的活动意识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这个阶段的儿童在游戏
的选择上，更喜欢具有竞争性、智力挑战性的游戏。 

1.2  4~7 岁儿童游戏的特征分析 

当代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依据认知能力对儿童
的阶段进行了划分，并认为 4~7 岁的儿童属于前运演
阶段。此阶段的儿童处于由不能明辨事物到逐渐认识
世界的过程，智力不断发育完善，是思维开发的关键
时期，亟需按照自我意愿进行游乐活动，喜欢交友，
开始形成一定的社交性，开始形成自尊心和自我独立
意识。对 4~7 岁儿童体能、游戏行为和游戏种类的分
析总结如下。 

1）体能特征。他们具有了较长时间的行走能力
和较大的体力活动的能力。在运动方面能够进行平稳
的走、跑、跳、钻、爬等活动形式，并能够创作性地
操作物体。 

2）游戏行为。他们能够依据自我的需求选择，
自由地玩耍大型的、具有挑战性的组合场景和人型的
游乐设施，比较喜欢具有抽象元素创作性的游戏，团
队合作和纪律性比较强。 

3）游戏种类。他们对空间的感知具有原发性、
自发性、创造性，渴望选择自我喜好的空间，更加偏
爱在逐渐脱离成人辅助及视线的隐匿空间中独立活
动；对于空间内游乐设施的选择，因为尚未形成思维
定势，具有很强的具象联想思维能力，容易产生很多
成年人无法理解的新奇想法；在面对不同形态的物
象，善于从多个角度观察、思考物象寻找物体形态之
间的关系，并透过复杂的表面状态用 纯真的认知，
发现其本质构成。因此，他们更喜欢形态具有变化、
色彩丰富、材料新颖的，具有旋转、滚动、攀爬、跳
跃等具有强度更高的游乐设施。 

1.3  4~7 岁儿童行为、游戏特征与游乐空间和设施
的关系 

4~7 岁儿童智力和社会综合能力处于迅速发展的
阶段，渴望与同龄者自由嬉戏和交往。该阶段儿童对
空间的感知能力也得到快速提高，他们对空间环境的
自主探索能力逐渐增强，开始形成领地意识，希望在
符合自身人体工程学要求的矮小隐匿空间中游戏，形
成自己专属的隐匿游戏空间，成为空间的主宰者。在
游戏过程中儿童希望自己独立活动性大于父母的允
许范围程度，可以选择在自己感兴趣、偏爱的设施中
独立游戏，不想被“过度”监护，所以在空间设计中
要设置家长观看区，避免家长“过度”监管。此外，
对游乐设施的设计要考虑设施是否具有挑战性、智力
开发、任务驱动性，以满足 4~7 儿童释放个性，获得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能力。4~7 岁儿童行为、游戏
特征与游乐空间和设施的关系见图 1。 

 

 
 

图 1  4~7 岁儿童行为、游戏特征与游乐空间和设施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behavior, play characteristics and play space and facilities of children aged 4~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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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户外儿童隐匿游乐空间分析 

儿童与生俱来对隐匿空间具有强烈的需求渴望，

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评论家约瑟夫·沃特里克在《亚

当之家——建筑史中关于原始棚屋的思考》中指出儿

童对于领域感的渴望，他发现每个儿童在年幼的时候

都会用桌子、椅子等物品将自己包围起来，试图划分

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城堡”[8]。户外儿童游戏场所

是特地为儿童设立的游乐空间，户外隐匿游戏空间又

名为“秘密空间”，此类空间是既具有群体交往又有

个体交往的空间，是具有一定个人领域感的探索性隐

秘空间。户外隐匿空间环境质量和空间构成是户外儿

童游乐场所设计的主要影响因素。空间环境不仅是儿

童对空间的认知评价和理性判断，还是儿童不同情绪

和心理的反映；游乐空间是由边界、领域和中心构成，

隐匿游乐空间是游乐空间中隐匿的领域元素。因此，

本文将对这两种因素对儿童户外游乐场所设计的影

响进行详细阐释。 

2.1  户外隐匿游乐空间的环境分析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提出要

优化儿童发展环境，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

参与权利，全面提升儿童综合素质。在文件中指出要

对公共设施、公园等儿童经常出入的空间环境进行改

善，推行具有儿童友好型空间建设。本文依据儿童发

展纲要，在户外隐匿游乐空间设计中探索具有地域环

境、时代气息、服务儿童的设计理念，设计出具有人

文关怀型的游乐空间。 

儿童对环境的反应比成年人更为活跃，他们总能

发现高低、远近、软硬、暗亮的概念。通过探索这些

客观物体，可以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并强化他们的学习

乐趣[9]。经过设计的高质量空间环境会直接作用于处

在该环境中的儿童对环境的态度。比如，具有人文精

神内涵的环境空间，会让儿童具有亲切感，并让儿童

从小就形成有效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 

对多个儿童游乐空间的研究发现，经过设计的空

间环境可以促使儿童合作的行为，减少儿童在社会活

动中的违纪和破坏行为。因此，让儿童游乐空间环境

变得丰富，可以为儿童提供更多游戏机会和游戏条

件，促使儿童的游戏行为更具活力和有效性。所以，

在空间环境的选择和设计中要以儿童的生活意义作 

为设计要求，空间环境设计要承担起地域环境的精神

脉搏和时代气息，并秉持服务于不同性格、需求、情 
 

绪的儿童，因地制宜地进行户外隐匿游乐空间设计。 

2.2  户外隐匿游乐空间的构成分析 

游乐设施的空间的是由边界、领域和中心三个元

素构成的（见图 2）。游乐设施空间的边界元素有两

种，一种是游乐空间和外部其他空间的分割物，另一

种是指在空间中独立存在的围栏[10]。游乐设施空间的

领域元素是指游乐设施针对儿童的年龄、游戏的特征

而对空间的区域和设施的划分。游乐设施空间的中心

元素是指游乐空间具有决定作用的游乐空间和设施

的构成[11]。户外隐匿游乐空间重点研究的是游乐空间

中隐匿的领域元素，隐匿领域空间由三个子空间构

成。第一个空间是儿童不断深入参与的隐匿空间；第

二个空间是参差自然与社会相恰的诗意隐匿空间；第

三个空间是象征性分割的迷宫隐匿空间。以下内容是

对此隐匿领域三个空间的详细的介绍。 
 

 
 

图 2  游乐设施的空间的构成 
Fig.2 Composition of the space of amusement facilities 

 

1）儿童不断深入参与的隐匿空间：在空间整体

规划设计中，以儿童全部游戏行为对空间构造的需求

为设计核心。哈特儿童参与程度 8 步梯（见图 3）指

出，前 3 步梯中，儿童在成人的帮助下，逐渐过渡到

以儿童为主体参与的形式，后 5 步梯中儿童逐渐脱离

成人协助，并在成人鼓励下自主进行原创、探究性的

游戏[12]。游戏空间规划设计时，在游戏空间入口处围

合的顶、立、面结构尺寸适应于成人和儿童的相恰空

间，入口到隐匿空间内部的过渡区段以柔性线状有机

体围合，分离成人和儿童空间。以循序渐进地深入参

与游戏为设计理念，由成人尺度的空间主体逐渐过渡

到以儿童为主体的游戏空间，尽可能减少监护人对儿

童的监督和命令，保障儿童自由、自控游戏，使儿童

按照自我意志、充分释放自己，尽情游戏。 

2）与自然和社会相恰的诗意隐匿空间：在户外

隐匿空间的设计中要考虑自然环境和元素的应用。德

国心理学家 Alexander Mitscherlich 说，儿童在自然中

也需要玩伴，譬如水、泥巴、树丛、空地等，他也可 

 
 

图 3  哈特儿童参与程度 8 步梯 
Fig.3 Hart's 8-step ladder of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第 45 卷  第 4 期 杨芳，等：满足 4~7 岁儿童发展需求的户外隐匿游戏空间构建及其设施设计研究 211 

 

以在没有上述元素的环境中成长，这样的孩子也会长

大，可研究观察发现，他们在学习某些社会基本规律、

原则时很吃力。由于现今户外游戏活动空间中自然元

素的应用越来越少，儿童患有自然缺失症的数量逐年

上升。构建隐匿游戏空间设计时，因地制宜地利用空

间所在场地的自然条件、现状条件、社会状况、附近

地区的发展规划条件，塑造与自然和社会相恰的隐匿

游戏空间，让儿童不仅可以在游戏中亲近自然,而且

有利于儿童从小树立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意识[13]。 

3）象征性分割的迷宫隐匿空间：在户外隐匿空

间设计中要考虑分割的迷宫隐匿空间设计，路径网络

是迷宫 令人兴奋的特征，在设计中要考虑迷宫的起

点和终点，在路途中可以加入具有任务驱动的语言、

音乐及图画的提示的游戏，促使儿童以团队的形式从

入口找到出口，让儿童在团队中迸发出领导力和服从

力，以增强儿童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3  户外儿童隐匿游乐空间中的设施分析 

3.1  游乐设施作用分析 

依据以上对 4~7 岁儿童隐匿空间的构成分析，可

进一步地对不同空间中的游乐设施进行分析。在不断

深入参与和探索的隐匿空间中，要设立具有挑战性的

攀爬及跳跃和具有高度变化的游乐设施，此类游乐设

施可以让儿童释放个性，并塑造儿童的独立品质[14]。

在游乐设施的设计中，要设计具有智力开发的游戏，

如通过讲解的方式帮助儿童从颜色、形状、性质、功

能等方面对同类别物体进行分类，并给予完成分类的

儿童奖励奖章，儿童可以通过获得的奖章置换在此空

间机械装置游乐设施的许可次数（机械装置游乐设施

在别的场所都是付费的，但是在此隐匿空间中可以让

儿童通过获得奖章，置换的卡片进行玩耍）。当儿童

进入与自然相适应的隐匿游戏空间时，儿童通过自己

智力游戏奖励获得更多的游戏机会，可以帮助儿童懂

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建立勤于动脑的好习

惯。此外，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增加认知，思维

能力也可以得到提升。在户外迷宫隐匿空间中，游戏

设施要以任务驱动型进行设计，任务驱动在游乐设施

设计中要具有跳跃设计、跑步、攀爬的特性，可以使

儿童通过合作与交流完成任务，并找到出口。从中提

高儿童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能力，并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儿童的体能训练，使儿童的身体得到

了锻炼。 

3.2  游乐设施外观造型分析 

4~7 岁儿童尚未形成思维定势，具有很强的具象

联想思维能力，容易产生很多成年人无法理解的新奇

想法，面对不同形态的物象，他们善于从多个角度观

察、思考物象，寻找物体形态之间的关系，并透过复

杂的表面状态，发现其本质构成。基于以上儿童的思

维特征分析，构建儿童游乐设施外观时应脱离物象本

身形态的限制，以自然、灵活、富有个性为原则，采

用拼置形态、仿自然形态、抽象形态等外观造型，使

游戏设施的造型形态与儿童思维保持一致，从而激起

儿童对游戏设施的兴趣和游戏热情[15]。 

1）拼置形态。拼置形态是指将意义相近的两种

或多种形体进行拼合，构成新的物体造型。在儿童游

乐设施造型中，用替换的方式，置换掉物体间的意义

相近但不相似的那一部分，形成新的异常组合，这种

物象造型打破了儿童对日常事物的认知，达到 1+1>2

的效果，创造出趣味横生、别有深意的游乐设施造型

形象，引起儿童对游戏设施有趣的联想。 

2）仿自然形态。儿童游戏设施形态可以借鉴自

然界中有生命特质的动植物和无生命特征的河流、山

川等事物，为儿童游戏设施提供无穷的灵感来源。利

用科学的设计手法，模拟自然界多样性的形态造型进

行二次创作的儿童游乐设施，不仅能够提高儿童的认

知能力，而且在游戏环节可以为儿童的创造力培养提

供助益。 

3）抽象形态。抽象形态造型的儿童游戏设施是

将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特征抽取出来，剥离其具体表

象，进行形态上的合理优化安排，采用多元化、动态

化的方法，对形态比例进行均衡设计。儿童可以快速

识别设施的形态，然后进行取象、立象并找到其具象

中的源物象，从而激发儿童在游戏中对物象造型形态

的觉察能力和分析能力。这样的游乐设施形态进入儿

童视觉后，其抽象的造型设计更易引导儿童产生与其

交流的意愿，使儿童在玩耍的过程中产生奇思妙想，

发掘更多的玩法。 

3.3  游乐设施色彩构造分析 

色彩感知是儿童认知世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合

理的色彩搭配会引导儿童培养想象能力，也有助于塑

造儿童健康的心态和良好的品质。本研究中游戏设施

色彩设计的目的，是为提高 4~7 岁儿童对颜色的想象

力，通过丰富的色彩勾起儿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

此，色彩搭配设计中，重点强调了对色彩色相对比色

彩搭配、同类色的色彩搭配、纯度对比色彩搭配的应

用，贴合于儿童对色彩喜爱的心理，构造出有助于对

儿童视觉呵护，集中儿童的专注力，提升孩子的想象

力、观察力、思维力、记忆力的游乐设施。 

儿童游乐设施的色彩搭配设计应强化色彩对比，

吸引眼球为设计目标，注重游乐设施设计中对颜色色

相、明暗、纯度变化的对比使用[16]。为了达到游乐设

施整体色调的调和统一，塑造出给人勃勃生机、鲜艳

夺目色彩的游乐设施，在颜色搭配使用中可应用以下

方式进行色彩调和。 

1）面积法，以色相的补色对比为依据，根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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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需求对色彩面积进行分割，让设施大部分面积的

颜色占比具有绝对优势，呈现出主导和从属性质的色

彩体系（见图 4a），这样的色彩搭配更具视觉冲击力，

设施形态层次明确，展现出蕴含在设施设计细节中的

简洁造型特征。 

2）间隔法，将色彩饱和度对比强烈的颜色之间，

用无彩色的线条或块面进行压制、分割颜色，创造出

具有新的色彩效果的儿童游乐设施（见图 4b），这样

色彩搭配的游乐设施对儿童而言更具趣味性，使设施

充满变化，让儿童更易感到兴奋，保证儿童在游戏的

过程中的愉悦性。 

3）统调法，将多种色相的颜色进行组合设计，

为了达到设施色彩整体和谐统一的目的，加入共同要

素的色彩，统一色调并支配全体色彩的手法（见图

4c），这样色彩搭配的游乐设施对儿童而言更具刺激

调和性，在游戏过程中刺激儿童心理活动，保持积极

的游戏心态，提高儿童的敏感度和创造力。 

4）削弱法，以多种色相强烈对比，应用色彩明

度、纯度不同而拉开对比距离，减少色彩刺眼、生硬

程度，调和冲突作用（见图 4d），这样色彩搭配的游

乐设施对儿童而言更具平衡流畅性，让儿童能够尽快

进入游戏中，在游戏过程中让儿童更具条理化。 

5）综合法，将以上两种和多种色彩搭配的方法

综合应用于儿童游乐设施设计中（见图 4e），这样色

彩搭配的游乐设施对儿童而言更易有眼前一亮的感

觉，游戏中明确动静美感，迸发别样的活力。以上

儿童设施设计色彩搭配的应用，将会呈现出更具有

吸引性、联想性的儿童游乐设施，挖掘孩子的童真

童趣，给儿童带来不同的惊喜，触发儿童情绪、激发

儿童想象。  
 

 
 

图 4  游乐设施色彩搭配 
Fig.4 Color matching of amusement facilities 

 

3.4  游乐设施材料的构造分析 

每一种材料都具有其独特的个性和气质，材料的

形状、肌理、可塑性所呈现出的信息在设计和创意之

间也具有关联性，对材料的塑造手法没有高低之分，

重要的是对材料的灵活应用，司空见惯的材料也可以

被设计成与众不同的新形式产品[17]。设计 4~7 岁儿童

游乐设施时，需要对材料的物理属性、化学属性、感

觉属性有充分的了解。设计中利用材料的同类属性特

征进行材料置换应用，可以为游乐设施增添趣味性；

利用新型智能材料的结构功能化，可以为儿童在游戏

过程中提供互相交流、激发好奇心的游戏设施；利用

变废为宝的人文关怀的材料，设计出多种游乐设施创

意形式，可以激发儿童联想力，让儿童树立可回收利

用资源的意识。 

1）材料置换的应用。为了打动儿童，通过设施

传递感情和惊喜，设计中挖掘材料属性是非常重要

的，如对材料属性语意上采用置换的隐喻（A 中有

B）、换喻（A 置换 B）、提喻（部分替换整体）的设

计方式，尊重材料属性，让材料属性在设计中发挥作

用，使设计从一个层面进入到多个层面的创作形式。

置换材料属性的异处理为儿童游乐设施带来了材质

应用上的突破，给儿童带来了积极乐观的新型游戏形

式和内容。丹麦哥本哈根 Mirror House，采用置换材

料属性异处理，在墙体的表面置换镶嵌了哈哈镜，利

用凹凸镜的变形原理，对成像局部进行放大或缩小的

扭曲或变形呈现，反射带来了有趣的视角，延展空间，

制造“错觉”（见图 5a），儿童可从镜面成像中看到自

己不同的形象，得到用另一种视角观察世界的启示[18]。 

2）新型智能材料的应用。新型智能材料源于功

能材料，是一种能感知环境条件并做出相应“行动”

的材料，集传感、控制、驱动三种职能于一身。新型

智能材料在儿童设施中的应用，可以拓宽游乐设施的

材料选择，如具有能够回归到原始形状能力的记忆材

料；也可提升游乐设施的安全性，如智能变色材料，

会依据不同环境、时长、速度、人数极限等情况发生

颜色变化，实现具有趣味互动性和保护儿童安全的设

施设计[19]。Howeler Yoon Architecture 设计的 Swing 

Time（见图 5b），由 20 个点亮的圆环秋千组成的互

动游乐设施，秋千内部安装了用微控制器控制的 LED

灯源，为灯光提供发亮信号，当秋千处于静止的状态

下，灯光为微弱的白色，速度加快时发出紫色的光，

可以鼓励儿童之间的互动及保障儿童的安全。诸如此

类，利用新智能材料的游乐设施将突破儿童游戏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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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静模式，与时俱进地打造出能够让儿童在游戏中

互动交流，激发好奇心的游戏设施。 

3）人文关怀的材料应用。在城市综合体高速发

展的背景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变废为宝的资源理

念显得尤为重要，在新颖性、创造性设计理念下，废

旧材料的回收利用会使其呈现出新的价值。培养儿童

可持续、绿色的资源意识，有利于儿童从小树立起保

护环境的意识。儿童游乐设施选材时应注重材料的原

生性、耐用性、柔软性、可塑性、安全性，依据儿童

游戏设施设计对材料的需要，使用可循环材料或可回

收材料，进行二次设计使用。如图 5c，日本东京用

轮胎打造的儿童游戏场，利用轮胎支持可回收投放的

功能属性，依据轮胎自带的纹理，轮胎的质地稳定性、

柔软性，二次创作设计了很多儿童游乐设施造型，给

游乐设施的设计增添了多种创意形式，激发儿童联想

力，帮助儿童树立可回收利用资源的意识。 

 

 
 

图 5  不同材料的应用 
Fig.5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materials 

 

4  户外隐匿游戏空间构建及其设施设计实践 

在以上对 4~7 岁儿童行为、游戏特征与游乐空间

及设施的研究基础上，下面通过案例设计将以上分析

应用到实际中，说明以上研究内容的可行性与优势。 

4.1  设计前期设施设计目的确定 

现今 4~7 岁儿童主要的游戏空间是住所附近的

公园及距离稍远的大型游艺机场所。但公园属于经过

精心设计的园林功能空间，适合都市中的中年人和老

年人，缺乏专门为儿童设置的空间及设施；大型游艺

机的场所一般处于大型商业空间内，此空间中儿童与

大自然完全隔离，而且在此空间中几乎大部分游乐项

目是收费的，且儿童的游戏选择要听从父母安排，这

限制了儿童的自主权[20]。因此，本研究基于尽可能地

减少监护人对儿童的监督和命令，减少儿童患自然缺

失症的可能性，保障儿童自由、自控游戏，增强自我

认同意识、独立自信的品格、较高情商的交往能力的

目标，构建满足 4~7 岁儿童需求的户外隐匿游戏空间

和设施。 

4.2  设计中期的户外隐匿游戏空间及其设施设计 

本方案在空间布局中主要的目标是让儿童逐渐

脱离父母的监督，并且在不同的空间中依据游戏的设

定，能够独立或者以团队的形式进行游戏。因此，在

空间构建中以连续空间为主，有机分离空间分区为

辅。此方案设计中的空间环境主要包括三种不同特点

的户外隐匿空间和一个陪护空间，其空间的组织形式

和联系见图 6。其看护功能的休息区和三种不同特点

的户外隐匿空间是有机分离的，此空间主要是让孩子

的监督人休息并观察孩子安全的区域。第一个空间是

游乐空间的入口，是儿童不断深入参与的隐匿空间，

在该空间的入口处逐渐形成过渡区域，促使儿童独立

自主地进行游戏，在空间环境设计中力求增加儿童对

环境的亲切感，让儿童的游戏行为更具活力和有效

性，空间中设置具有挑战、攀爬、高度变化、跳跃的

游戏设施[21]；第二个空间是参差自然与社会相恰的诗

意隐匿空间，与儿童不断深入参与的隐匿空间是连续

的空间，相连接的是参差自然与社会相恰的诗意隐匿

空间，在此空间中，主要是为了防止儿童自然缺失症

的患病可能，此空间的设计和游戏设施都与自然相

关，让儿童可以在游戏中亲近自然，有利于儿童从小

树立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意识；第三个空间是

象征性分割迷宫的隐匿游戏空间，与参差自然与社会

相恰的诗意隐匿空间是连续空间，此空间的内部设计

主要是以任务驱动为主，可以让儿童在团队中迸发出

领导力和服从力，进而增强儿童合作和交流的能力。 

4.3  设计后期的设计方案介绍及效果展示 

依据对 4~7 岁儿童行为、游戏特征与游乐空间及

设施的研究，为满足 4~7 岁儿童对隐匿空间需求，构

建了具有隐匿元素的游乐空间，此游乐空间由三个空

间构成，第一个空间是儿童不断深入参与的隐匿空

间；第二个空间是参差自然与社会相恰的诗意隐匿空

间；第三个空间是象征性分割的迷宫隐匿空间，见图 7。 

第一个空间是儿童不断深入参与的隐匿空间，此

空间是隐匿空间的入口处的第一个空间。其设计依据

是哈特儿童参与程度 8 步梯（1.操纵、2.装饰、3.象

征、4.被指定但知悟、5.商议知情、6.成人提出和儿

童分享、7.儿童提出并决定、8.儿童提出并确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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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空间功能布局及联系 
Fig.6 Spatial function layout and connection 

 

 
 

图 7 具有隐匿元素的三个游乐空间 
Fig.7 Three play spaces with hidden elements 

 

在空间的入口处也就是哈特 8 步梯的前 3 步梯中逐渐

形成过渡区域，在后 5 步梯中将监护人和儿童逐渐进

行分离。因此，此空间的入口围合处的顶、立、面结

构尺寸适应于成人和儿童，使之都可进入空间，入口

到隐匿空间内部的过渡区,在设计中依据儿童的尺度

进行了空间设计，空间尺度的变化可以分离成人和儿

童，让空间中的主体逐渐从成人过渡到儿童，尽可能

减少监护人对儿童的监督和命令，保障儿童自由、自

控游戏，使儿童按照自我意志、充分释放自己，尽情

游戏，帮助儿童增强自我认同意识、独立自信的品格、

较高情商的交往能力。 

如图 8 所示，此空间的色彩以黄色为主，其色彩

灵感来源于唐代白居易《观刈麦》的“夜来南风起，

小麦覆陇黄”，因为黄色在季节中是收获和希望的象

征，在心理学中是活力的表现，在人物性格上是欢快

和愉悦的代表。色彩主要以面积法为依据、以黄色的

明与暗极致冲击进行设计。整个空间及内部设施以大

面积的黄色为主，辅助加入了互补色、相近色和相邻

色，使游乐设施对儿童更具视觉冲击力和吸引力。 

设施的形态层次明确，展现出蕴含在设施设计细

节中的简洁造型特征。此空间构建所应用的材料以木

质材料为主，其特质是天然无毒，取材方便，可以依

据游乐设施的尺度变化进行灵活的拼装组合。此隐匿

空间中的游戏设施遵循了空间的不断深入参与和探

索的隐匿空间特性，设计了具有挑战、攀爬、跳跃功

能的高度变化的游乐设施，可以让儿童释放个性，并

塑造独立的品质。如图 9 所示，游乐设施的材料应用

主要以人文关怀的材料和新型智能材料的应用为主，

如在攀爬设计中应用了汽车的轮胎和救生圈，秉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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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儿童不断深入参与的隐匿空间 
Fig.8 Hidden space for children's continuous and in-depth participation 

 

 
 

图 9  遵循隐匿空间的特性而设计的游乐设施 
Fig.9 Amusement facilitie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dden space 

 

源的可持续利用，变废为宝的资源理念进行设计，

帮助儿童树立资源回收利用的意识，对日常生活中

的物品进行二次创作设计，可以给游乐设施的增添

多种创意形式，激发儿童联想力；在入口处的跳跃

功能游乐设施造型以圆角设计为主，并应用了新型

智能材料，在地面材料中加入可变色的软性硅胶材

料，只要儿童离开地面高度 5 cm 以上，变色硅胶会

依据儿童的着地面积和力量，显示出不同颜色以判

断儿童游戏时的安全性，从设计上为儿童游戏提供

了安全保障。 

第二个空间是参差自然与社会相恰的诗意隐匿

空间，此空间因地制宜地利用空间所在场地的自然条

件、附近地区的发展规划条件，塑造与自然和社会相

恰的隐匿游戏空间，让儿童不仅可以在游戏中亲近自

然,而且有利于儿童从小树立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

处的意识。此空间的造型以圆形为主，其设计灵感来

源于宋玉的《大言赋》里的“圆天为盖，方地为舆”，

圆是整体和统一，顺从和包容的代表。因此，在此空

间及内部游乐设施的设计上，都以圆为基础，进行拼

置形态、仿自然形态、抽象形态设计。如图 10 所示，

空间的外观以切割的半圆和宇宙飞船进行结合设计，

激发儿童无限想象，让儿童更容易沉浸式地在空间游

戏；此空间中的游乐设施基于仿生形态进行设计，如

智力开发游戏区域的底座设计就是仿生动、植物进行

设计的，其造型设计仿生了动物类（无脊椎动物和脊

椎动物）造型设施设计和植物类（种子植物、苔藓植

物）的设施设计，此设计方法可以帮助儿童认识植物

分类并开发智力，如图 9 所示。 

第三个空间是象征性分割的迷宫隐匿空间，在设

计中规划了具有探索性的路线，促使儿童以团队的形

式从入口找到出口，让儿童在团队中迸发出领导力和

服从力，并且从中增强儿童的合作与交流能力。如图

11 所示，此空间的造型设计灵感来源于手指指纹的

斗形纹，设计中以指纹中心的环形线、螺形线、曲形 
 

 
 

图 10  参差自然与社会相恰的诗意隐匿空间 
Fig.10 Staggered poetic hidden space with natural and soci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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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象征性分割的迷宫隐匿空间 
Fig.11 Symbolically divided maze hidden space 

 

线进行组合，并组成行走轨迹来规划迷宫路线，引导

儿童进行探索并寻找流线。此空间的材料采用有间隔

的木线，木线中间的间隙用于帮助观测儿童的安全。

此空间中的游戏设施以任务驱动型为主，儿童需要完

成跳跃、跑步、攀爬等游乐活动，才能找到出口，这

样的游乐设施可以培养儿童分析并解决问题的逻辑

能力，见图 9。此外，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以及保

证儿童监护人的休息，还在空间中设立了具有看护功

能的休息区，见图 12。 
 

 
 

图 12  看护功能的休息区 
Fig.12 Rest area for nursing function 

 

5  结语 

本研究分析了 4~7 岁儿童的心理行为、游戏行为

特征，发现该阶段儿童在空间环境中自主探索能力逐

渐增强，并形成自我领地意识，渴望能够在他们专属

的隐匿空间及其设施中独立游戏。为满足儿童自主掌

控游戏空间的需求，从游乐设施的空间边界、领域和

中心元素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和介绍了游乐空间领

域元素中不断深入参与的三种隐匿空间（隐匿空间、

参差自然与社会相恰的诗意隐匿空间、象征性分割的

迷宫隐匿空间）的构成及特性。依据这三种隐匿空间

的空间特性，分析了与之相契合游乐设施的设计要

点，发现适宜儿童的设施造型、色彩搭配、材质构成，

可以增加儿童对游乐设施的兴趣，激发儿童的联想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对户外隐匿游戏空间及其设施设

计主题的确定依据、不同类型隐匿空间的功能布局及

其联系做出进一步说明，介绍了上述三种户外隐匿游

戏空间的设计方案并进行了效果展示。满足 4~7 岁儿

童发展需求的户外隐匿游戏空间的构建，可以使儿童

自由、自控地游戏，鼓励儿童在此空间中探索 适合

自己的隐匿空间，帮助儿童增强自我认同意识、建立

独立自信的品格、培养较高情商的交往能力。此外，

游乐设施设计循序了隐匿空间的以儿童为主的特性，

并在设计中考虑了儿童的发展助益性，可以使儿童在

游戏中释放个性并塑造独立品质，认识自然并提升智

力，还可以提高儿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能力。 

本研究以 4~7 岁儿童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分析

了儿童游乐空间及其设施的设计要点，并从外观造

型、色彩构造、材料选择多个方面对户外隐匿游戏空

间及设施的设计进行了说明，以期为 4~7 岁儿童游戏

产业发展提供新的设计思路及设计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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