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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旨在探索游戏化理论介入服务系统的路径，分析、归纳、总结出游戏化应用在社区共享厨房服务

系统中的创新策略。方法：对社区共享厨房的现有模式和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总结当前社区共享厨房的

不足之处，并结合游戏化理论在服务设计领域应用的特征和方法，关注服务系统的人、物、场景，提出

社区共享厨房服务模式在“打造线上平台”、“加强社群互动”、“融合功能服务”三个方向的设计介

入点，并且进一步探索模式创新的策略。结果：从用户的需求层次和行为逻辑出发，以游戏化思维和服

务设计框架为基础，共同演绎出社区共享厨房的游戏化构建策略。结论：将游戏化思维引入社区共享厨

房服务设计，构建增强用户参与兴趣和体验感的游戏化服务模式，发展服务设计与游戏化思维研究结合

的深度和广度，为后续设计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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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way of gamification theory involved in the service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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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innovation strategy of gamification application in the community 
shared kitchen service system. Method: The existing model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commu-
nity shared kitchen were sorted out,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community shared 
kitchen were summarize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gamification theor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service design, the people, objects and scenes of the service system were con-
cerned. The design intervention points of the community shared kitchen service model in three di-
rections of “creating an online platform”, “strengthening community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ng 
functional services” are proposed, and the strategy of model innovation is further explored. Re-
sults: Starting from the user’s demand level and behavior logic, based on the gamification thinking 
and service design framework, the gamific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community shared 
kitchen is deduced. Conclus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gamification thinking into the community 
shared kitchen service design, builds a gamification service model that enhances users’ participa-
tion interest and experience, develops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combination of service design 
and gamification thinking research,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ubsequent design prac-
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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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和毕业生群体的稳定增长，有大批年轻人士正快速、持续地向城市集结。

研究表明，这些年轻居民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身份关系边缘化和社区归属感模糊等问

题[1]。在此背景下，多人合住、共享生活空间和设施的共居模式(Co-living)应运而生，且得到了快速发展。

共居模式不仅能减轻租金方面的压力，其核心原则更在于社区氛围的营造，即为住户提供社交环境、创

造社会化的生活体验。厨房作为年轻人共享社区中使用频次最高的公共空间，近年来，对其社交属性的

探讨引起了广泛关注[2]。然而，现行的大部分社区共享厨房仅做到了基础的设施供应，缺乏关于模式塑

造和服务创新的尝试。 

2. 社区共享厨房概况 

(一) 社区共享厨房的社交价值 
在现代社会，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公共生活方式。南方都市报联合社交平台探探发布的《2020 独居

青年生活洞察报告》显示，近七成的独居青年都希望早日告别独居状态[3]。这种趋势推动了共居模式在

国内的发展。在强调社区联系和便捷生活的共居模式中，开放和多样的公共空间是必不可少的元素，由

此产生的社交行为也是其核心价值之一[4]。在过去的青年社区中，公共空间往往作为附属品存在。但在

共居理念下，公共空间不仅为社区带来附加价值，还应在为住户创造交流机会、让住户产生社区感上发

挥功能。在公共生活的所有功能空间中，厨房是自然而然的社交场所。其他活动空间提供的社交环境和

方式较为有限。比如健身房的环境较为嘈杂，用户在进行体育锻炼时需要更强的专注力。而休息空间作

为住户放松、休闲的场所，建立在熟人社交的前提下，在此处发生的交谈往往更为正式。相较于其他空

间，在公共厨房中进行的社交会更加自然。住户们在烹饪过程中会互相交流、分享食材，甚至一起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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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通过食物连结亲友的情怀。近年来兴起的“烹饪社交”概念，也是将饮食作为人与

人之间连接的载体，注重烹饪过程中的交流和互动[5]。共享厨房由于自带社交属性，可以在满足生活需

求的基础上进行再设计，使之作为一个交流平台，帮助建立和维护住户间的社交关系。 
(二) 社区共享厨房的发展趋势 
社区空间作为一个能够深度融合社会价值和生活价值的共享场所，其发展重心逐渐从硬件设施转向

创新服务[6]。作为居住空间的延伸，社区共享厨房的关注点也正在逐渐从注重功能向注重精神转变。这

种转变体现在新体验、新玩法和新业态这三个主要的发展趋势上。 
首先，社区厨房给为住户提供新体验。共享厨房不仅提供了一个用于烹饪的空间，而且还帮助住户

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区社交圈子。通过协同烹饪，住户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也能以更自然的

方式进行交流，从而形成稳定且紧密的邻里关系。其次，社区厨房为住户创造新玩法。除了提供空间设

施，国内许多社区厨房开始探索各种活动来吸引更多的住户参与。例如，举办烹饪比赛和美食沙龙等活

动，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厨房空间的趣味性，也加强了住户之间的社交联系。最后，社区厨房为社区打

造新业态。除了烹饪环境和社交场所之外，一些共享厨房开始提供配套服务，包括烹饪前的食材购买、

准备和后期清洁工作。作为住户生活的公共空间，共享厨房正尝试通过整合社区资源和挖掘住户需求来

发展新业态。 
(三) 社区共享厨房的发展现状 
为深入了解青年社区共享厨房的实际空间配置、功能内容和管理模式，笔者实地走访调研了上海宝

山区的两家青年公寓，并对公寓内共享厨房的情况进行了访谈调研，以其为代表整理了青年社区共享厨

房的基本情况。 
保利青年社区隶属于保利公寓，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上海大学附近。其内部布局空间合理，公共设施

齐全，如图 1。社区采用“居住–管理”模式，即由管理人员负责公共设施的租借、清洁和维保，而租

户则需遵守公约并自觉保持卫生。此外，该社区会围绕公共厨房等空间举办各类活动，并欢迎外部年轻

人参与，致力于打造一个区域内的青年文化中心。 
 

 
Figure 1. Poly youth community public kitchen 
图 1. 保利青年社区共享厨房 
 

中铁建恒寓是由中国铁建部和保利合作建设的青年人才公寓，同样靠近上海大学。在这里，公共空

间位置相连，方便租客使用并促进交流，如图 2。管理人员会结合节日举办一些以公共厨房为桥梁的活

动，以提升厨房和餐厅等场所的使用效能。公寓运营人员主要通过微信群发消息开展交流活动，并通过

线上对话改善住户居住环境和解决设施保修、空间配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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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ublic kitchen of China Railway Jianheng Apartment 
图 2. 中铁建恒寓社区共享厨房 
 

青年社区的重要目标是缓解重点城市新市民和青年人的租房困难。新一代的租房群体对居住环境的

要求正在提高，他们更加关注生活品质和个性化，同时也重视生活和文化氛围[7]。目前大多青年社区已

经意识到了青年客群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并正在通过策划公共活动来建设社区文化和促进社群互动。

然而，对照青年公寓的发展目标和青年群体的需求，当前基于共享厨房开展的青年社区运营活动仍存在

一些问题。 
形式单一刻板化：目前青年社区大多是通过组织聚会活动来促进青年住户间的交流。然而活动的组

织形式比较单一，往往由公寓管理人员组织发起，通知住户参加。缺乏居民自组织、自定义的活动形式，

因此难以形成共议、共创的社区氛围。 
活动日常性较弱：通过访谈和观察发现，现有的活动组织多以节日为依托将住户聚集在一起共同活

动、互相交流。活动形式与居民日常的生活和行动轨迹融合得不够紧密，缺乏日常性，不利于持久、有

效地促进社区文化建设。 
功能便利性不足：青年社区面向的住户大多是工作繁忙、私人时间较少的年轻人。由于日常烹饪需

要烹饪用户和购买食材，存在时间成本，导致部分住户放弃使用厨房自烹饪，因此难以通过厨房活动将

这部分用户连接起来，减少了社交机会。 

3. 游戏化服务设计模式创新 

(一) 游戏化思维在服务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游戏化(Gamification)是一种创新的设计方法，它将游戏的设计理念、机制和元素融入到非游戏的环

境中[8]。这种思维方式自 2002 年由英国工程师 Nick Pelling 提出以来，已经在教育、工作管理和行为经

济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在提高用户的参与度、互动意愿和体验质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游戏化与服务及产品设计的结合将会越来越深入。 
游戏化思维和服务设计在逻辑上有着共通性，都强调以人为本，通过系统化的方式提升用户体验[9]。

游戏化不仅仅是提供一种参与或激励机制，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能够推动强大的系统革命[8]。近年

来不乏将游戏化理论引入服务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文旅体验、社区营造、公共活动等领域，游戏

化与服务设计都有融合成功的案例，并在过程中展示出了吸引力与生命力。因此，在社区共享厨房的服

务模式中引入游戏化视角，利用游戏化分析方法和游戏化机制进行设计创新，对于打造能够提升用户参

与自发性、提高服务质量的青年社区共享厨房具有重要价值。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2225


龚康妍，钱晓波 
 

 

DOI: 10.12677/design.2024.92225 386 设计 
 

(二) 游戏化服务设计应用特征分析 
“窗口探险”是苏黎世大学在城市封闭期间发起的一个创新项目，它鼓励城市居民在线上地图标记

自己从窗户或者阳台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事物，通过分享到网络上赚取积分，同时能实时看到城市中

其他人分享的所见所闻。该项目把物理空间转移到数字空间，帮助用户重新感受、探索和描述自己所处

的环境，从而在封闭时期获取社交乐趣，并重新理解日常生活。 
QuestoWorld 是一款由罗马尼亚初创公司 Questo 开发的城市探索游戏。它通过手机应用程序为玩家

发布线下任务并提供相对应的线索，引导他们实地探索城市，并在过程中穿插趣味性的挑战。通过线上

的文本、图片和视频的呈现形式丰富线下游玩的体验，同时结合团队协作、排行榜和关卡等游戏化的方

式，帮助玩家更深入地了解城市的历史文化。 
“社区派”是一个基于真实社区的线上平台，包含活动发布、志愿招募以及社群交流等社区功能。

该平台通过为真实社区提供线上平台实现了居民线上与线下的互动，并通过为参与活动的居民铸造数字

徽章的方式为社区居民创造社交价值，同时通过排行榜和线上活动自发起增强了社区营造的自驱力，凝

聚社区氛围。 
通过对三个游戏化服务设计案例的游戏化元素分析，总结游戏化服务设计的应用存在以下特点，如

图 3。 
 

 
Figure 3. Analysis of gamification elements for service design cases 
图 3. 服务设计案例游戏化要素分析 
 

多重驱动力协同作用，共同激发用户参与：成功的游戏化服务设计依赖于多种驱动力的协同作用，

以提供丰富且多样化的用户体验。这些驱动力包括约束、情感、叙事、进展和关系等元素，每一种都具

有其独特的作用和吸引力。当这些元素相互作用时，可以增加服务的深度和复杂性，从而为用户提供更

丰富、更具挑战性和吸引力的游戏化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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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元素与目标对应，增强流程一致体验：由于不同的服务系统在场景和目标上存在差异，因此，

游戏化元素(如任务、挑战、奖励等)往往与系统紧密相关。针对具体用户群体和目标场景合理地选用游戏

化元素，有助于用户直观地理解系统的价值和目标。同时，良好的对应关系更具整体性，便于给用户带

来流程一致的沉浸式体验。 
注重用户与他人互动，关注社区感的形成：游戏化与服务设计相结合案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强调用

户之间的互动体验，并把形成社区氛围作为目标之一。作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方法，服务设计和游戏化

都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10]。不论是通过任务活动促进用户之间的互动交流，还是创建一个具有

共同目标和价值认同的社区，游戏化服务设计始终将促进社群互动和打造文化氛围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自由的个人发挥空间，鼓励用户自发创造：在以上案例项目中，用户无一例外都被允许参与到项目

一部分的设计过程。游戏化服务设计赋予了用户更多的自由空间，鼓励他们自发地定义、组织和生产活

动内容。这种鼓励用户自发创作的服务创新机制能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社群圈层，便于形成可复制的组织

营造模式，有利于促进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生。 

4. 游戏化社区共享厨房服务设计介入点 

(一) 打造线上平台：信息技术助力服务创新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和 5G 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的实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催生出一种线上线下融合、实虚并生的用户体验模式，为服务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11]。以社区派

(Comupage)为例，用户可以在该平台上进行各种操作，如活动报名、领取徽章、发起话题等，并能实时

地获取关于所在社区的公告通知。在这个模式中，线上平台成为提供信息和资源的重要载体。通过构建

功能完善、用户友好的线上平台，并结合线下空间提供的真实体验和互动，可以给用户提供便捷、丰富

的创新服务。在社区共享厨房系统中，在线平台可以展示厨房设备信息和预订情况，以解决传统方式中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通过促进线上的经验分享和技巧交流，可以拓宽住户的互动场景。此外，通

过打造一个社群线上平台，有利于将服务系统和游戏化更自然地结合。例如引入虚拟角色、数字空间、

徽章和任务等游戏元素，结合线下空间提供的真实互动，为用户提供多角度、全方位的趣味化体验。 
(二) 加强社群互动：塑造并强化社区价值 
新生代城市青年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关系边缘化、社交孤独等问题，需要通过构建充满活力、友好

的社区平台来缓解。因此，如何在构建社区共享厨房游戏化服务系统时加强社群互动，成为了一个重要

的议题。从服务设计的视角看，游戏化理念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能够塑造并强化社区的感知价值。在“窗

口探险”公共标记项目中，城市居民通过基于地图的共同标注行为，连接了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用户

通过线上互动行为深化了心灵连结，从而减轻了封闭情况下的孤独感。除了游戏化设计中的激励机制之

外，我们也可以通过结合服务系统中的触点进行设计，以强化社区的互动氛围。例如，打造线上平台的

互动机制，鼓励用户对其他用户的分享发表评价、提供话题讨论等功能模块，通过即时的反馈机制，提

升用户之间的交流频率，建立情感纽带。同时，引入住户贡献排名和徽章系统，打造共议、共创的社区

氛围，让住户参与到烹饪活动的组织过程中，以此构建积极的文化环境，增强社区内聚力。 
(三) 融合功能服务：打造差异化多元业态 
服务设计的目标是为用户提供全面、高效的服务体验。然而，由于用户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功能

和服务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打破传统服务的边界，融合多种功能，为用户带来更全

面、多元化的解决方案[12]。例如，餐饮品牌麦当劳推出自习室、咖啡品牌星巴克向共享办公行业进行业

务拓展，以及城市周边出行的一站式露营服务等，都是资源整合的典型案例。对于社区共享厨房来说，

如果想要完成从单一功能到多元业态的转变，其服务范围就不能局限于提供烹饪空间，还应该延伸到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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饪流程前、中、后的食材配送、工具准备、烹饪课程、卫生清洁和活动组织等增值服务。这样可以避免

用户在烹饪过程中需要在多个地点或平台之间切换，从而降低操作复杂性和时间成本。在社区共享厨房

系统中，融合多种功能和服务不仅可以提高用户的使用效率和便捷性，整合式的设计策略也有利于推动

服务创新和独特用户体验的营造。响应用户全流程需求的差异化服务设计可以增强用户的黏着力，为服

务系统的顺畅运作提供动力。 

5. 构建游戏化社区共享厨房服务系统 

根据上文分析，游戏化社区共享厨房服务系统能够通过打造线上平台、加强社群互动和融合功能服

务等方式，满足新一代租居青年对于共享厨房空间的功能性需求和社交需求。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四

个方面阐述如何构建游戏化社区共享厨房服务系统的设计策略，如图 4。 
 

 
Figure 4. Community shared kitchen gamification service design construction strategy structured logic diagram 
图 4. 社区共享厨房游戏化服务设计构建策略结构化逻辑图 
 

(一) 平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构建社区厨房服务系统的框架时，需要深入理解并正确应用“游戏化”这一概念。游戏化不应该被

视为服务模式迭代的终极目标，而应当被看作一种强化流程管理和促进用户互动的策略[13]。在这一论述

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两个关键的概念。工具理性是指将游戏化机制作为实现最终目标的

手段。例如，通过将游戏化元素引入系统来激发用户的参与度和活跃度。而价值理性则强调在通过游戏

化方法构筑服务系统给的过程中，重视用户的情感满足和感官体验。例如关注用户的自主需求、胜任需

求和归属需求。在构建社区共享厨房游戏化服务系统时，我们的目标是塑造一个针对年轻租房群体的社

交厨房新模式，而游戏化的角色在于协助实现这一设想。过度强调游戏机制可能导致系统脱离实际，反

之，过分关注价值意义可能导致系统沉闷、冗繁，因此，需要时刻注意在满足功能需求和提升用户体验

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二) 建立数字平台与线下服务的对应关系 
利用信息技术助力服务创新，目的是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服务内容、更具趣味化的生活体验。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注意建立好数字平台和线下服务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数字平台主要负责提供信

息和资源，而线下环境则负责为用户提供更真实、更生活化的体验和互动。线上线下积极联动，以帮助

用户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游戏化服务，并确保服务系统更好地帮助其实现目标。首先，数字空间与线下服

务是一个整体，不能有割裂感。其次，数字平台和线下服务在世界观的设定和框架布局上应该是映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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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保持一致性，避免用户在线上与线下切换时产生困扰。对于更喜欢在线上平台互动交流的用户，提

供更趣味和多元的虚拟体验；针对更偏爱实际行动的住户，推出更丰富的活动形式和互动场景。数字平

台和线下服务相辅相成，共同构筑极具吸引力的服务系统。 
(三) 形成系统常绿机制，促进用户自发参与 
以打造可复制的社区感营造范式为目标进行服务设计，关键点在于形成系统常绿机制，以促进用户

创造性行为的产生。通过采用去中心化的自治制度和参与式的设计方法，能够有效促进用户行为的自发

性[14]。具体做法是将用户纳入系统的创意提炼和设计开发中，使用户从传统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服务的

创造者、推动者，甚至是实际应用者。在社区共享厨房服务系统中，每一个社区住户都可以成为活动组

织者或玩法贡献者。通过这种具备自由度和探索性的创新机制，帮助用户从多个视角参与到系统的运转，

持续生发创新观念与多样玩法，实现社区共享厨房服务系统的自我催化效能，从而推动服务系统的持续

更新与不断升级。使服务本身更加契合用户需求，向用户展现持久的吸引力，进一步提高用户的参与意

愿和忠诚度。 
(四) 跨越空间壁垒，整合实地多元化资源 
社区厨房作为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常活动的各个方面都紧密相连。因此，进行社区共享

厨房的游戏化服务创新时，跨越青年社区的空间壁垒，寻求与更多资源整合的机会，创造多元化地缘关

系网络，可以给社区居民提供更便利、更丰富的功能和服务。住户在烹饪前、中、后流程中所需完成的

各项工作，以共享厨房作为整合枢纽与各方利益相关者连接，最大程度地为住户提供便利。在资源整合

时，需要贯彻以用户为中心的原则，社区服务提供与住户的需求和利益保持一致。在构建社区共享厨房

服务框架时，设置模块化和可供拓展的功能架构，便于将更多功能服务集成到社区共享厨房服务系统中。

另外，在寻求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时，要充分考虑各方的需求和利益，明确责任和义务，促进双方

的协调合作[15]。整合多方资源，有助于社区共享厨房由单一功能向全生态社区发展，并从单一服务模式

转变为多元新业态。 

6. 结语 

“空巢”青年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企业需要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目前，青年公寓往往只关注青年

群体的基本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这导致社会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与个人精神

生活的空虚之间形成了矛盾，使得城市青年的焦虑感和负面情绪难以得到缓解。市场应该顺应青年群体

的需求，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以解决独居青年群体的社交问题。游戏化在提升用户参与度、互

动性和体验质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将游戏化设计理论引入服务设计过程，可以推动整个系统的革

新。我们期待通过游戏化为服务设计领域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实践方法，进一步优化社区共享厨房的服

务模式，提供更高效、更具吸引力的服务体验，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或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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