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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儿童户外活动空间需求分析
1.1儿童身心健康来自于多方面的影响，而玩耍正是重要的

学习方式。敢于冒险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的重要一点，而玩耍
正是儿童的“冒险”，也是儿童学习与社交不可缺少的一环，
玩耍正是儿童的重要社交，它教会孩子们认清自身与外界关系，
更好的培养儿童勇敢、有责任心等品质。儿童的生活是主要由
学习与户外活动组成，在游戏中学习在玩耍中接进自然，在当
下城市的钢筋丛林之中只有户外儿童空间才能满足儿童健康的身
心发展，只用满足了儿童行为与心理的户外活动空间才能更加贴
合满足儿童需求，发展健全儿童各方面素质。建设儿童户外活
动空间使得儿童在玩耍中学习，在活动中接触大自然。

1.2当下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迅速且成功，人口的急速集
中及膨胀，城市的公共空间需求大于实际建设，而留给儿童的空间
更是紧张。且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带孩
子去参加更多的户外活动与大自然亲近，走进广场、公园、植物
园……由于城市的发展是立体的，城市每每扩张一个范围，其范围
内的基础设施也应随之跟上，这样一来城市户外儿童活动空间的发
展必须随着城市发展而改变，以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1.3 在人口结构中儿童大约占城市人口25%-30%，“儿童”
是作为全人类社会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年龄层，一个儿童的背后更是
一个家庭几口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拥有尊老爱幼优良传统的中华
民族是及其重视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的健康成长不仅仅在其自身
成长过程中起很大作用，更是影响整个社会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
帮助儿童心理身体的发展也就是完善社会人口素质的未来提升。

2　儿童户外活动空间类型
2. 1 结合我国经济、城市发展阶段，对比儿童公园内容、

规模情况，将城市户外儿童活动空间及儿童公园主要分为以下四
种类型：综合性儿童公园、特色性儿童公园、一般性儿童公园、公
园内儿童乐园

2.1.1综合性儿童公园：这类儿童公园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心
地带建设其服务范围广泛，覆盖整个城市的少年、儿童。交通便
捷快速，使用面积较大，地段好，面积一般使用在几十公顷内甚
有在上百公顷，一个综合性的儿童公园范围可在市级公园和区级
公园之间。内容有：文化教育、科普宣传、技能学习等内容。其
中必要的建筑物和设施包括：文化馆、演讲大厅、体育馆、游泳
池、科学馆……

2.1.2特色性儿童公园：以某一特色内容为主要依据，加强
或强调其主要活动内容，通过设计与完善内容使其形成一个较为
完整的特色活动空间系统。例如东莞植物园儿童公园，以植物科
普与自然为主要特色活动，充分考虑到了儿童年龄的特点，结合
科普与活动鼓励孩子们动手亲身体验，在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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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欲的同时丰富了公园活动性可玩性。
2.1.3一般性儿童公园：一般性儿童公园则主要为某一区域

范围内大约固定的儿童群体提供服务，其活动内容不求全面可适
当删减，但在其规划过程里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公园的具体条件有
所侧重建设。这一类儿童公园的服务范围内容较少，拥有管理简
单、因地制宜、自我供给、精简完善等特点。

2.1.4 公园内儿童乐园：这一类的儿童活动空间大多是在其
城市综合性的大公园内的一部分，在该儿童公园的区域规划中一般
称之为儿童活动区。其功能简便使用单一，主要作用是为了完善其
所在公园的功能分区，是依附于所在公园的一个儿童活动区域。

3　儿童户外活动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延展上述观点，城市户外活动空间对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城市发展下功能细分的产物，服务于儿
童发展的空间，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曾指出过“以多种
有趣的体育活动，特别是户外和大自然中的活动来吸引幼儿，培
养幼儿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并提高其对环境的适应能
力。”但是在儿童开展游戏活动的过程中，却总是有着各种有形无
形的问题，如安全、功能、使用上的。对此可能出现以及出现频
率较高的问题在此展开研究，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建议以
及意见。

3.1儿童户外活动空间存在的问题
3.1.1户外活动空间较少，场地面积小不能满足儿童户外活

动需要。户外活动空间是儿童进行户外游戏活动的主要场所。原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布《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已经
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室外游戏场地应满足要求：一、 必须设置
各班专门的室外游戏场地，每班的游戏场地面积不应小于六十平，
各游戏场地之间宜采取分割措施；二、应有全园共有的室外游戏
场地。”但是大连现有幼儿园大多户外场地较少，容易出现儿童在
玩耍过程中出现碰撞，密集的儿童数量稀少的户外活动空间，不
可避免的出现摩擦问题。

3.1.2大多儿童户外活动区的管理者对户外游戏的管理以及
重视的程度不足，导致儿童进行户外游戏的时候缺乏与儿童年龄
特征相适应的游戏材料，或现有的游戏材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3.1.3过于单一的使用功能以及空间的单调性，使得活动空
间的枯燥化。本应该多样的使用功能却只安排双项甚至单项的功
能，造成活动空间面积的浪费。我国现在的幼儿园室外场地主要
分为三个区域：集体活动区，供儿童进行集体活动，日常的做操
课间活动等，进行集体性活动但大多缺乏创新只是空地；器械设
备区，提供儿童游乐设施，如滑滑梯等。但过于笨重的器械容易
造成儿童受伤。；植物区，多种植植物增加园区绿化，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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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展厅内部设计时，常会受到已定的面积限制,通过运

用一些色彩元素,即可改变原有的空间感。在展示空间运用浅色

系主体颜色便能让受众在视觉上和空间上感到一定的延伸,也能增
加空间的通透性和视觉的开阔感。近现代展区中涅槃重生等展示

区域较多对于近现代产品例如自行车，农用工具的展示，在尺

寸运用浅色作为设计主题颜色，使得展厅不至于因为大型展品而
使得空间过于压抑。如红土情韵- 卢权智红陶艺术展，运用该

种方式进行设计展示，整体空间展品较少，在色彩设计上天花

板以及地面运用黑色，辅助以红色民族纹样装饰，展馆整体显
得相对紧凑、庄重。

3.2调节空间内空间环境

色彩变化可以给参观者带来不同的体验。 设计者可根据色彩
产生的距离感搭配展示内容主题，展品进行冷暖色调的搭配, 为

人们带来合适主题环境的体验。在展示空间的图文信息上, 例如

设计者通常会选用纯色以及明暗与展示内容互补的颜色作为整体
的背景, 衬托出展品。在图文版面的设计中, 色彩的互补会给信

息接收者带来较大的便利, 大大方便观者的阅读性，便于其快速

获取信息。
3.3调节观众空间体验

色彩是展示设计中最容易感染大家的心理。每一个观众心理

都有一个好坏的判断标准，展厅设计的对象就是参观者，所以这
就要求设计师们要紧紧抓住顾客的心理。色彩的有效运用,会给予

受众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丰富的体验感,能产生十分直观的视觉传

达。如近现代南宁展厅，颜色上由暗转亮，紧贴展示空间内容上
从水深火热的民族战争转变为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的历史变化，

通过颜色明暗的变化直观上调动观者的情绪变化。在南宁博物馆

常设展厅中不难发现展厅在辅助颜色的位置运用上结合空间的动
线分布来进行设置，一定程度上对于观众参观次序提供了意见。

展陈的变化也随着颜色动线变化而设置，体现出了主次区分变化，

让观者能够快速获取重点知识。

4　结语
在博物馆空间内，色彩最为人类感受的第一视觉，设计终

究到底是以展示展品，服务观众为目的，就需要格外重视色彩

与人及物之间的关系。首先，南宁博物馆主要运用了褐色、黄
色、红色、绿色、蓝色、白色、灰色等色彩对于不同主题功

能以及综合性空间进行功能区分，提升观众参观体验；其次，运

用明暗色调对于展厅内载体进行衬托，在空间上，结合展示展品
对于空间进行视觉上的延伸，紧凑变化，适当的调节空间感，改

变空间内环境；最后，南宁博物馆运用自然光线凸显博物馆大

厅，运用冷暖两种光源结合展品以及展示空间内色彩来表现展
品，突显空间氛围。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展陈设计中，一定要

对于展示内容和主题进行重点分析，充分把握色彩与其观者心理

产生的影响，把控好运用色彩对于展示内容的表现，通过色彩
的传达在人们的视觉中引发视觉以及心理上的变化以及波动，提

升观众参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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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儿童自我种植些简单作物，学习自然。
3.1.4 缺乏特色的活动区，千篇一律的风格乏味的外貌。

大连大多幼儿活动区并没有结合城市元素，设计多缺乏城市特别
风格。单调的设计规划，早早限制了该活动空间的使用上限。
设计的美感缺失往往不利于儿童审美的发展。

3.2儿童户外活动空间问题的改进方法与策略
3.2.1 设计活动空间的使用材料更加亲近儿童。在用料及

材质上选用环保绿色材料，满足材料上的健康性。作为一个孩
童时刻玩耍接触的空间，塑造安全健康的成长活动空间是十分必
要的。材料上环保造型上安全，不能出现锐利的角度不能出现
过硬的地方，无法改变可以增加缓冲，如包裹海绵等柔软材
料。在材料选择上尽量挑选带有环保标识的儿童材料。也可增
加材料多样，运用不同材料塑造不同空间风格。加拿大保罗·
科菲公园城堡游乐场，利用木制材料塑造城堡游乐设施，讲述
经典骑士故事塑造空间使儿童身临其境。

3.2.2 改变单调传统的户外游戏活动空间发散大连元素，体
现儿童关怀，改变当下问题。给与儿童多样的活动空间，设计
上结合大连城市元素，大连是一座海滨城市，设计中可以结合
海洋元素，比如在空间的颜色上可以采用海洋的蓝色、海洋生
物游客设施等，设计符合城市风格的空间。增加活动区域，扩
大活动空间面积。改造使用的功能，增添多样功能，使得活动
空间多样丰富起来。现实中大多数功能十分传统，不合时宜的
设计存在滞后性，没有根据时代与人的发展进步来改变其功能，
不够灵活。举个例子来说，在一种开放式的游戏空间里，给与
儿童多种活动是有较大灵活性的。而开放式的活动空间场地设

计，开始就该把场地作为一种空间环境与空间总体的环境中一部
分来考虑，营造环境而不是布置环境。可结合场地实际情况改
造，沙地、泥潭、小山丘等都是可以设计融入自然景观，使
得设计更像设计而不是安排。如北京四合院幼儿园，围绕已有
两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建成，保护古建筑的同时也利用环境营
造一个多彩多样的空间。

4　结语
正如以上几点所强调的，文章结合社会城市发展的需求，

提出友好型城市儿童户外活动空间的所需所得，高速发展的城
市，儿童活动空间的不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空间需求等等问题
的提出。分析儿童活动空间需求的原因，结合现实大连城市儿
童户外活动空间的问题，提出参考意见及解决方案。文章强调
空间儿童主题，以提出的问题为切入点解决，完善相关指导规
范。空间单一的使用功能、不安全不友好的使用器材、乏味单
调的设计影响着当下每个孩子在户外活泼快乐的童年。而随着相
关指导规范的完善与丰富，儿童户外活动空间也将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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