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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政策的出台，要求大力发展托育服务体系，

而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建设在托育服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托育游戏空间

建设存在偏离儿童本位、忽视婴幼儿安全游戏需求、游戏空间不足、物质环境维度缺失等问题。为给婴

幼儿提供更好的保育环境，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建设应基于儿童本位、立足安全性、区域多样化以及具有

游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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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cy of “Guiding Opinions on Further Improving and Implementing 
Positive Birth Support Measures”, it is required to vigorously develop the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nursery play spa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Through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community nursery play space, such as deviation from children’s standard, neglect of 
infants’ safety play needs, insufficient play space, and lack of material environment dimens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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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provide a better childcare environment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nursery play space should be based on children, safety,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play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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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1]，重点强

化社区托育服务供给，引导市场、社会力量发展社区托育等服务业态。社区是影响婴幼儿发展及家庭养

育的重要外部环境，社区游戏空间是儿童构建社会和文化身份的重要场所和载体，适宜的社区儿童游戏

空间是儿童友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上，多数国家都将托育服务作为一项涉及人口、社会、经济和教育的综合性政策加以重视，它

们在制度保障、福利补贴、运营模式、师资队伍、游戏空间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可以为我国托

育服务发展提供一定借鉴和启示。 

2. 国外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建设特点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关注，各地涌现出了大量行动计划及项目实践。不

同行动方案的着眼点与侧重点有所区别，它们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出发，共同搭建了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

实施网络，为儿童权益的保障提供了途径。它们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可以提炼为场景丰富性、安全性、

适宜性、资源性四个特点。 
(一) 场景丰富性 
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实现户外空间、室内婴幼儿公共活动空间场景丰富性，可进一步满足婴幼儿活动

需要。美国学者珍妮特将室内活动空间划分为身体护理中心、兴趣中心以及室内粗大运动学习空间。与

室内玩耍相比，婴幼儿在户外玩耍的探索与运动量更大，婴幼儿的社会交往水平更高[2]。已有研究表明，

将户外游戏空间划分为沙坑、障碍赛道、滑坡、秋千、木制舞台区域、攀岩设备、水上游乐园、球类运

动区、木工长凳、农场、混凝土路、茂密的灌木丛等不同区域能提供幼儿丰富的机会体验全广度情感健

康[3]。 
(二) 安全性 
0~3 岁婴幼儿，游戏场所有限和安全问题被认为是婴幼儿不在社区进行户外游戏的主要制约因素之

一。虽然户外游戏能给婴幼儿带来很多益处，但婴幼儿在户外玩耍时，隐藏的危险也不容忽视，交通风

险、落水、受伤和陌生人的威胁可能是婴幼儿在户外玩耍时的主要安全问题。其次，1~3 岁幼儿在户外

游戏空间进行游戏时都会存在冒险性游戏，例如爬树、在原木上保持平衡和幼儿探索自己的能力都属于

冒险性游戏特征[4]。由于婴幼儿在游戏时喜欢探索和奔跑，因此游戏空间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而建筑

与游戏空间一体化的应用具有连续性模式，可让其更自由、更安全地玩耍。因此，在构建户外游戏空间

时要注意各空间的联系性，便于婴幼儿在安全的基础上轻松访问各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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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适宜性 
适宜性体现为婴幼儿准备适宜的环境，使其通过对环境的积极推进，通过与周围事情、成人及同伴

的相互影响而学习。以游戏空间概念的社区规划还需要注意游戏空间的各种原则和要素，使婴幼儿游戏

区和学习区能够支持婴幼儿的活动。同时，自然游戏在身体、社交、学习、情感和认知益处方面对婴幼

儿的健康和发展也很重要[5]。无障碍的场地和能与自然物体玩耍的地方、靠近水槽的沙盘区、有遮阳板

和长凳的休息区有助于为婴幼儿设计一个可持续社区活动的户外游戏空间[6]。也有学者提出，婴幼儿的

参与或沉浸行为、探索行为、行为婴幼儿之间的互动关系、合作行为最常发生在定义明确的环境中，而

竞争行为似乎与定义不明确的环境(资源匮乏环境)有部分关系[7]。 
(四) 资源性 
空间大小、空间内资源的稀缺或丰富程度对预测婴幼儿游戏的类型很重要。例如，当有更多的游戏

材料时，婴幼儿会以更小的分组进行游戏，或从大的平行分组转向更小的平行分组或单独游戏。同时，

根据婴幼儿年龄特点提供相应的材料，也可实现空间的游戏性与趣味性。研究发现 2~3 岁幼儿在角色游

戏中主要使用真实或仿真物品，逐渐出现物体替代行为，能够重复某个角色的典型行为，能表现出一系

列有联系的游戏情节；在象征与表征能力方面，2 岁以后，幼儿变得越来越多地使用更抽象的东西来代

替真实的物体；直到 3 岁左右，幼儿开始使用想象的物体[8]。 

3. 我国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建设现状 

2019 年通过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再次起步托育。

托育作为老问题新事物，相比国外底子比较薄，所以我国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建设还有不少问题，体现为

偏离儿童本位、忽视婴幼儿安全游戏需求、游戏空间不足以及物理环境维度缺失。 
(一) 偏离儿童本位 
由于游戏空间环境趋同化、游戏空间环境创设中成人主导的审美偏好弱化了婴幼儿的主动参与以及

婴幼儿游戏时间通常由家长决定这些因素，导致儿童本位的偏移[9]。也有学者认为游戏是儿童的游戏，

所以归根结底，游戏空间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儿童自身，目前儿童游戏空间的体验现状就是如此：“他

们是生活在巨人和巨人组成的世界里的‘小人物’，很少有东西是按照他们的体型来制作的”。当下，

很多社区的户外活动空间大多配备了按照成人体型标准制作的各种健身器材，而活动场地中基本没有专

门的婴幼儿游戏空间。社区中不恰当的游戏空间存在空间体验单一、设计缺乏吸引力、游戏类型设施有

限等问题，婴幼儿的需求总是被忽视，无法吸引婴幼儿参与游戏。 
(二) 忽视婴幼儿安全游戏需求 
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婴幼儿在社区空间进行游戏活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当 1~3 岁幼儿独自

在社区游戏空间奔跑、玩耍或骑行时，周围的人群和车辆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婴幼儿喜欢爬行、

追逐打闹，而在游戏空间中地面设计是以砖块和水泥为主要的材料，因此在游戏中摔倒的现象较为普遍。

冒险游戏可帮助婴幼儿解决问题，了解自己的极限并建立信心，让他们对游戏有一种能动感，但同时婴

幼儿自身发起的冒险性游戏也有一定安全隐患，而此时养护者在鼓励冒险游戏之前应该了解婴幼儿的能

力[10]。对于婴幼儿看护人来说，就其工作游戏空间内的感知风险与实际风险以及适合婴幼儿年龄的发育，

社区对其进行额外培训可能很重要。 
(三) 游戏空间不足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森林树木被高楼大厦所代替，而草坪也转化为水泥场地，婴幼儿“表象空间”

迅速减少。一方面，在目前的社区环境中，更多的是成人主导的空间，随处可见健身器材以及各种球类

运动场地；另一方面，在多数小区更多的场地属于居民住宅区和停车场，自然空间减少，婴幼儿活动场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06


陈玲 
 

 

DOI: 10.12677/ae.2024.144506 249 教育进展 
 

所退居室内。相较于城市婴幼儿，居住在乡村的婴幼儿可以在广阔的自然场所进行游戏[11]。野外游戏空

间提供的“表象空间”可以让婴幼儿自由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但由于部分婴幼儿由隔代所抚养，而婴幼

儿的祖辈缺乏相应科学育儿知识，无法提供符合婴幼儿“最近发展区”的游戏。 
(四) 物质环境维度缺失 
目前，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学习环境的软/硬维度、引入/隔离维度、活动性维度、开放/封闭维度以及

简单/复杂维度都未得以完全体现，甚至部分处于缺失状态。同时，户外游戏场地的功能固化，如只有滑

滑梯区域为婴幼儿游戏场地，景观设计多为美观所用，不具备婴幼儿“易进入性”原则。从软硬维度来

讲，缺乏草坪、沙地、小水池和天然的或人工的可移动的游戏材料支持婴幼儿开展与物理环境相关的挑

战性或运动性游戏；未借助非常态的空间为婴幼儿创设“秘密小天地”，如迷宫空间、洞穴类等曲折空

间；未将户外活动空间划分为认知活动、体育活动和自由活动等空间体现活动性维度；从而导致不同年

龄婴幼儿的个性化需求未得到满足，降低婴幼儿户外游戏空间的丰富性，难以激发婴幼儿探索“新世界”

的兴趣。 

4. 对于建设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启示 

其他学者提出，儿童本位的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可以通过空间建设、社区服务建设以及促进儿童参与

三个方面建设有趣、开放、适宜婴幼儿发展的社区游戏空间[1]。本文从我国既有实际出发，基于儿童友

好理论建设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可基于儿童本位、立足安全性、区域多样化以及具有游戏性。 
(一) 基于儿童本位建设社区托育游戏空间 
基于儿童本位的社区游戏空间建设需根据婴幼儿身心发展规律进行室内外环境创设。5 个月~11 个月

婴儿时期，也可以称“爬行期”的孩子，这个时期的婴儿可以以某种方式移动，如缓慢爬行、四肢协调

爬行(最常见的)、翻滚、滑行，此时，地面作为游戏空间频繁被使用。为满足婴儿这一需求，在建设室内

环境时，地板就应采取适宜婴儿的，例如，铺设软地面，家具采用防碰撞材料，避免其发生碰撞进而造

成伤害。同时，会爬行后的婴儿在后阶段会尝试站立，因此在室内空间创设时应该放上能帮助其站立的

横杆、凳子、桌子等物品。 
11 个月以上~2 岁，进入初学步幼儿时期，这个阶段的幼儿开始学习行走，起初他们的注意力全在练

习行走上，对他们来说，站起坐下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他们不像婴儿期那样花大量时间来探究地上的物

体。初学步的孩子需要在室内跑动，如骑有轮子的小车等，来学会使用它们的身体以及练习他们快速发

展的技能；同时也需要在架子低处摆上各式各样的材料供他们探索，如儿童厨房用具、建筑工具、积木、

娃娃等；也可以建设图书区供成人与这时期幼儿进行绘本阅读，增进亲子间联系。 
2 岁~3 岁阶段，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空间来行走、躲藏、追逐、攀爬、爬行、推运东西以及骑带轮

子的玩具，更多需要在户外环境进行。在社区户外游戏空间建设时，需要注意绿植的密度和绿植种类丰

富度，需提供不一样材质的场地供孩子们探索，如沙地、水池、草坪等；也要有足够的场地供孩子奔跑

游戏。 
(二) 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建设立足安全性 
构建和维护一个安全的物质环境是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建设的首要要求。安全环境所必要的，一般取

决于婴幼儿的年龄与能力，必须对每种环境的适宜性进行评估。同时，即使在安全的环境里，成人的监

管与保育也是必要的。一个安全环境的首要要求之一即是发展适宜性。符合婴幼儿特定年龄与发展阶段

的、大小适宜的玩具、设施和材料，对于婴幼儿来说才是安全的环境。 
其次，家长是否允许婴幼儿使用社区游戏场所，取决于场地和行进路线是否安全。婴幼儿活动具有

随意性和自我中心的特点，容易受到伤害，对危险的感知能力也远低于成人。因此，在场地的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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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尽量保持场地的通透性，避免选择成人无法进入或无法看到的空地；同时，家长要为有需要的婴幼儿

提供环境上的保护。 
最后，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建设立足安全性还应注意卫生与清洁、室内安全防护、户外植物选择等。

社区托育环境的卫生与清洁对于婴幼儿的安全与健康也有一定的影响，干净卫生的环境能避免婴幼儿被

有害细菌侵害。具体解决办法可规定专人定时定点对社区托育游戏空间进行消毒清洁；在室内家具等设

施的选择上，尽量避免尖锐的棱角，防止婴幼儿在游戏过程中受伤；在户外游戏空间种植植物的选择上，

也要避免有毒和易使婴幼儿过敏的植物。 
(三) 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区域多样化 
如果环境是一名教师，那么，仅仅清理出一块游戏场地、再将塑料玩具放在场地中央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进一步考虑哪些因素是与婴幼儿的需要、兴趣和发展相符合，从而选取且合理安排部分因素进入婴

幼儿环境创设。创设物质环境时，根据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社区游戏空间无论从色彩、布置等，构

造于一种类似家庭的环境更适合婴幼儿。已有研究证明，在类似家庭的项目中，婴幼儿表现出更为多样

性的健康行为：主动与成人或其他婴幼儿进行交流，或对其进行回应。 
婴幼儿社区游戏空间应该被划分为不同的特定区域，以满足活动进程中的不同目的。例如，托育社

区游戏空间可以包括身体护理中心、兴趣中心和粗大运动学习空间。兴趣中心包括地板空间、器具、探

索性材料、操作性玩具、阅读材料、运动道具和美术材料等。在早期环境中，兴趣中心每个区域的材料、

空间和设施都要适合婴幼儿，也要考虑婴幼儿的特定需要和能力。例如，给学步儿童准备攀爬的器具。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2~3 岁幼儿的年龄特点，他们的游戏形式更多的是平行游戏，两个或更多的幼儿坐

在一起，同时自言自语、操作相同或相似的玩具，开展相同或相似的游戏来影响彼此的活动。对于这一

时期幼儿，在室内投放材料的时候，相比较拥有许多种类繁杂的玩具，拥有同一种类的玩具，每种玩具

都有若干件更能支持他们同时玩耍的活动。同时，材料在投放时并不强调根据其用途划分类别放置，如

划分娃娃家、建构区等，材料混合放置，幼儿可自行定义材料的功能用途，促进创造性思维发展。其次，

粗大运动学习包括力量训练和技巧训练，例如，跑步、攀爬、跳跃等，天气与气候决定了粗大运动的学

习发生于室内、室外或者两处同时进行。对于不同年龄婴幼儿所需粗大运动学习空间也不同，处于爬行

期的婴儿和学步期幼儿，需要的粗大运动学习空间小，而对于会走和跑的幼儿则相对需要大场地的室内

和室外粗大运动学习空间。室内粗大运动学习空间建设时也需注意与其他区隔离，避免打扰婴幼儿在其

他区的活动。 
(四) 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应具有游戏性 
游戏行为是婴幼儿的本能行为，在婴幼儿成长的成长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如今的社区托育

游戏空间越来越接近千篇一律，缺乏趣味性。婴幼儿得不到理想的游戏环境，这将有碍于婴幼儿的成长

发育，因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社区托育游戏空间的设计工作，为婴幼儿提供舒适有趣的活动场所。在

进行游戏性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建设过程中，首先是探险精神的引入。对于探险精神如何运用到游戏空间

中，主要是在设计婴幼儿游戏时增加困难，迫使婴幼儿在经过思索以及实践后，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

在这样的游戏过程中，婴幼儿会不知不觉地被带入游戏中。其次是感官因素。感官是感受外界事物刺激

的器官，包括眼、耳、鼻、舌、身等，器官之间的良好配合能够增强感知的内容。 
户外游戏满足了婴幼儿对自由、尝试、冒险、探险和做孩子的基本要求。问题在于如何为婴幼儿创

造既能冒险又能安全、既能探索又能保障安全的空间。首先这需要运用自然元素，对自然环境的营造，

最核心的内容，包括植物种类、植物群落、生物链、地形营造、自然水景等，创造一个自然的活动空间。

其次是地形营造——起伏的山丘和洞穴。地形的营造可以更好地利用空间，设置更多的游戏方式，如滑

梯、沙坑、攀爬等。在设计中要注意微地形安全坡度的控制，还要运用安全材料以及鲜艳的颜色。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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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托育游戏空间中，融入以上这些因素，可大大提高游戏性，吸引婴幼儿。 

5. 结语 

在当前政策要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要为社区居民提供儿童游憩等服务的背景下，以儿童为本

位，注重安全性，实现空间区域多样化，并增强游戏性，是改变当前社区托育游戏空间偏离儿童本位、

忽视婴幼儿安全游戏需求、游戏空间不足和物质环境维度缺失的重要途径。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将社区托

育游戏空间建设与社区家庭式托育的环境创设结合在一起，助力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为婴幼儿提

供适宜成长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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