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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游戏空间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空间'随着人文地理研究的社会转向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教育研究需要对空间

概念有新的解读%教育空间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社会文化空间'对
!""!@!"#C

年
$$

篇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硕博论文的分析

发现"目前"儿童游戏空间的教育学研究欠缺"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儿童游戏空间的,自然地理性-"忽视了儿童游戏空间的主

观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忽视了空间的教育生产性'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应重视空间的教育生产性和文化性"教育研究的空

间转向是教育研究的新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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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儿童最基本的活动"游戏是儿童成长的 方式'游戏空间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场所"包括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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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社区空间&幼儿园空间&儿童公园和其他社会

公共空间"如城市绿地&商业公共空间&儿童游乐场&

商场&道路等等"它们都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空间'空

间概念"最初是指物理空间"是物质存在的,虚空-或

,容器-"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但这,遮蔽了空间

的主观性和社会性"遮蔽了空间与主体&空间与社会

的辩证关系'-

.

#

/随着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社会转向-

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

!

/

"认为社会不仅能

生产出空间"空间也能生产出新的社会关系"

.

#

/因此

赋予了空间以深刻的文化性'空间不仅是物质性

的"也是非物质性的'由社会空间概念引申出教育

空间概念"教育空间不仅仅是物理场所"更是具有主

观性&社会性&人文性和交互性的场所"儿童游戏空

间作为一种教育空间"同样如此'

教育空间概念的提出赋予教育场所和教育环境

更深刻的文化意义"突破了仅将教育场所和教育环

境理解成一种物理空间的狭隘观念'教育研究的社

会空间或文化空间转向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基于

空间生产理论的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本研究通过对
$$

篇有关儿童游戏空

间的研究进行计量分析"揭示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现

状"指出儿童游戏空间,自然地理空间-研究取向的

狭隘性"提出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儿童游戏空间研

究的未来展望'

一"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现状量化分析

研究基于
N6̀ X

硕博论文数据库"以,儿童游戏

空间-为主题词"时间跨度
!""!@!"#C

年"进行文献

搜索"共获得
$$

篇硕博论文"其中硕士论文
$C

篇"博

士论文
!

篇'通过对文献的标题&年份&高校来源&学

科来源&关键词&研究方法&研究尺度和研究内容等信

息进行提取&编码"用
]3N]R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一$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硕博论文篇数

以,儿童游戏空间-为研究主题的硕士论文
$C

篇"博士论文
!

篇"博士论文远远少于硕士论文(图

#

)'

#二$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硕博论文年度篇数分布

!""!

年至
!"#C

年"以,儿童游戏空间-为研究

主题的硕博论文年度篇数分布图如下(图
!

)%

由图
!

可知"以,儿童游戏空间-为研究主题的

硕博论文"

!"#%

年最多"有
#A

篇"

!""%

年最少"

"

篇

(图
!

中以缺失值处理)'

!""$

年始"论文篇数显著

增加"

!"#C

年的相关硕博论文偏少"分析可能原因

是部分高校论文尚未全部上线公布'

图
#

!

!""!@!"#C

年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硕博论文篇数

图
!

!

!""!@!"#C

年儿童游戏空间硕博论文篇数

#三$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硕博论文高校来源

!""!

年至
!"#C

年"硕博论文来源高校共计
&&

所'最少的贡献
#

篇"最多的贡献
C

篇'图
%

为贡

献
!

篇以上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硕博论文情况%

图
%

!

!""!@!"#C

年儿童游戏空间

研究硕博论文来源及篇数

由图
%

可知"东北林业大学贡献
C

篇硕博论文!

湖南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和西北

农林科技学院各贡献
A

篇!华南理工大学和南京林

业大学各贡献
&

篇!河北农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

西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各贡献
%

篇硕博论文!南京艺术学院&吉林建筑大学&天津大

学建筑学院&北京服装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各贡献
!

篇'此外"齐齐哈尔

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额&武汉理

工大学&长安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湖

北美术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南大学&南京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西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海南大学&

重庆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湖南大学&

东南大学&青岛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各贡献
#

篇'对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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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高校的分析发现"

$$

篇硕博论文主要出自

农林大学和理工大学"综合性大学次之(如西南大

学)"只有四所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

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

#四$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硕博论文学科来源

通过对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硕博论文学科来源的

分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已有研究的特点%教育学学

科极少涉及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绝大部分的研究

来自非教育学学科"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教育学学科

反思的特点(见图
&

)'

图
&

!

!""!@!"#C

年儿童游戏空间

研究硕博论文学科来源

由图
&

可知"

$$

篇关于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硕

博论文中"

$A

篇来自规划类学科&设计类学科&工程

类学科&建筑类学科和园艺类学科等"只有
%

篇来自

教育学学科333学前教育学二级学科"分别是华东

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和

湖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东北师范大学贡献
#

篇"但并非来自教育学学科'可见"教育学学科"特

别是学前教育学对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尚未予以足

够的重视"未达成研究共识'

#五$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硕博论文关键词计量

分析

通过原文提取
$$

篇硕博论文关键词"按关键词

出现频次从高到底排序"排在前
!"

位的关键词如图

A

所示%

按照关键词的同质归并后"排在前
#"

的关键词

如图
C

所示%

对图
&

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直观的感受%

$$

篇硕博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儿童及游戏空间"研究的

三大空间尺度是幼儿园&居住区和公园"研究的重心

在儿童游戏空间的规划&设计和景观改造"出现的高

频词是,场地-&,景观-&,设计-&,规划-&,环境-&,空

间-"但其所指的,场地-或,游戏空间-是儿童游戏的

物质环境或地理景观"把空间视为,容器-"并未关注

到的儿童游戏空间的社会性&文化生产性"更未涉及

图
A

!

!""!@!"#C

年儿童游戏

空间研究关键词频次

图
C

!

!""!@!"#C

年儿童游戏空间研究

硕博论文关键词同质归并结果

到社会或文化对儿童游戏空间的生产'关键词的同

质归并后"得到图
A

的结果"如果把场地*场所&游戏

空间进一步归并入,空间-"发现排在前三的关键词

将是%空间&设计&儿童*幼儿"接着是幼儿园&游戏&

居住区&公园和景观"依然支持图
&

的分析结论'

#六$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
$$

篇硕博论文中明确提出的研究方法

进行归类"得到图
?

的结果'

图
?

!

!""!@!"#C

年儿童游戏空间

研究硕博论文的研究方法

对图
?

的分析发现"除文献法外"案例分析法&

问卷调查法&观察法和访谈法这些常规研究方法在

儿童游戏空间研究中依然占据较大的比例'但也有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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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勘察法&测绘法等具有明显学科特点的研究方

法占据很大的比例'在图
%

和图
&

中已分析过"论

文的来源高校和来源学科主要来自理工大学和农林

大学的规划类学科&设计类&工程类&建筑类学科和

园艺类学科等"从图
C

关于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上

也可以大略得出相同的结论'

#七$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空间尺度与解析尺度

分析发现"

$$

篇硕博论文研究的空间尺度都是

城市'其中
?!

篇次涉及到具体的城市"北京&长沙&

广州&天津&上海和杭州等发达地区为热门研究空间

尺度"

#?

篇次无明确研究空间尺度"只以,城市-泛

指"具体见图
$

'

图
$

!

!""!@!"#C

年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空间尺度

而从研究的解析尺度分析(图
E

)"得到
#E

个解

析尺度"其中排在前三位的解析尺度是%幼儿园&公

园和居住区'若把,儿童公园-归入,公园-"则排在

第一位的解析尺度是公园"次之幼儿园"第三是居住

区'三者的共同点是都具有明确的儿童游戏空间功

能"而对于街道&户外空间&公共绿地&公共商业空间

等不具有明确儿童游戏空间功能的,空间-"研究者

关注得少'此外"残障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值得

关注'

图
E

!

!""!@!"#C

年儿童游戏

空间研究的解析尺度

二"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内容分析与

评述

#一$内容分析

基于
$$

篇硕博论文"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内容

大致可以从幼儿园&公园&居住区&城市公共空间四

个方面分析'

#=

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内容

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涉及幼儿园户外环

境&幼儿园室内环境&幼儿园大型玩具设计&幼儿园

建筑设计问题与模式&幼儿园户外游戏场地规划&幼

儿园游戏空间优化&幼儿园园林设计等'

!=

公园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内容

公园儿童游戏空间研究涉及公园植被&山体&丛

林&坡地&山洞&水体&山体&沙体&广场设计&微地形

利用&小品构造与格局&基础设施规划设计&点线面

体景观设计&公园改造与更新方案设计&公园主题与

表达等等'

%=

居住区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内容

居住区"包括社区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内容包括

居住区儿童游戏场所设计&居住区儿童活动环境创

设&居住区景观设计&居住区景观问题&居住区亲子

活动空间设计&居住区室内外儿童活动空间设计等'

&=

城市公共空间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内容

城市公共空间包括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城市公

共绿地&城市公共商业空间&商场儿童游乐场(园)&

街道&青少年宫&步行街&广场等儿童游戏空间'涉

及城市公共儿童游戏空间的规划&设计&基础设施调

查以及存在的问题&特征研究的论文占据较大的

比例'

目前"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专注儿

童游戏空间研究的自然地理特性"注重从传统地理

空间的角度研究儿童游戏空间"如地形&植物&山脉&

山洞&丛林&坡地&悬崖&水体&山体&道路&空间格局&

选址&交通&气候&沙体&动物&土壤&区域&中心!注重

从规划设计的角度研究儿童游戏空间"如形状&迷

宫&照明&色彩&铺地&地垫&草皮&小品&点&线&面&

体&界面&入口(出口)&安全性等!关注游戏设施等物

质空间"如大型玩具&玩具造型"而忽视非物质空间"

如文化空间&社会空间及游戏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等

问题'重视社会&文化等非物质性研究的教育研究

又恰恰未充分发挥其固有的学科优势"直接忽视了

儿童游戏,空间-研究'

#二$评述

,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与空间辩证的对立&统一

和矛盾的结合体'-

.

%

/

,社会空间-概念的鼻祖昂利+

列斐伏尔提出了著名的空间生产理论"他认为空间

不是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

空间性既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同时空间本身也是再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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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空间与社会的结合"使空间具有了自然与

人文双重属性'

传统地理学所研究的空间",宏观上为欧几里得

几何意义上的三维空间'-,空间的内容&结构&形式

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

&@A

/人文地理研究,社会

空间-转向的发生"使地理空间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自

然地理的尺度"而是综合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

研究尺度"强化了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研究'

.

C

/强调

了空间中人&文化&行为与心理对空间的塑造"从而

产生新的空间'叶超对人文地理的空间概念"从自

然地理空间&到区域空间和空间的生产"乃至后现代

空间的转变进行了总结和梳理"

.

?

/地理空间不再是

一个静态的物质空间"而是充满变化性和人文性'

姚华松等把人文地理学对空间的认知转向归结为四

点%从科学的空间到人性的空间!从物质的空间到非

物质的空间!从单纯的空间到复杂的空间!从,外壳-

的空间到空间里面的空间'

.

$

/

#=

教育空间与社会空间

一般认为"教育空间概念是教育研究的地理视

角下孕育的结果"教育空间概念已经成为人文地理

学的新兴分支学科"教育地理学的重要核心概念之

一'教育空间是社会空间的核心要素"教育空间本

身负载着社会空间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教

育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形成紧密的因果反馈关

系'

.

E

/教育空间与社会空间形成互为生产与再生产

的关系'因此教育空间应当置于社会空间之中"社

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早就揭示了这种关系'

,场域-可以定义为各种存在在关系中的网络或构

型',场域-属于社会空间的范畴"而教育空间就是

教育场域"也属于社会空间的范畴"因此"不能仅把

教育空间理解成欧几里得集合概念下的传统地理学

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对教育研究的启

示是%空间不再是均质的&平直的&与教育无关的存

在"空间也不仅仅是外部物质环境"而是充满着未

知&变动&矛盾"充满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充满自然性

与人文性"具有生产性和再生产性存在"儿童游戏空

间亦然'

!=

儿童游戏空间的再认识

社会空间&教育空间的概念"以及社会科学研究

,空间转向-"对儿童游戏空间研究最大的启示是%儿

童游戏空间不仅仅是自然空间"它是教育空间"处于

,社会空间-的场域中'然而"对已有
$$

篇硕博论文

的分析"我们并没有看到论者对儿童游戏空间作为

教育空间的认知"更没有看到将儿童游戏空间置于

,社会空间-场域的认知'目前"对儿童游戏空间中

,空间-概念的理解是传统地理学空间概念"即静态

的&均质的&平直的&物质的&被动的空间"并不具有

,生产性-和,再生产性-"是纯粹的自然地理要素"如

水体&山体&土壤&地形等等"因此是可以人为地随意

规划&设计和改造的"这势必导致对儿童游戏空间的

研究囿于狭隘的,空间-视野"忽视空间中的人性&人

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和交互性"忽视空间中儿童的

行为和心理对空间的生产和再造"置儿童于被动"置

儿童文化于被动"只关注了自然地理因素对儿童游

戏空间的塑造意义',空间意识的缺乏使得我们很

少把环境和人的行为看做一个整体"很少反思到空

间本身意味着关系&情感"意味着独特的生活方式"

也更少考虑儿童对周遭的体验和反应'-

.

#"

/因此"从

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333教育空间出发"应对儿

童游戏空间进行再认识"重视儿童的空间经验"重视

儿童与空间的密切关联"形成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

社会空间和教育空间新取向'

%=

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困惑

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一方面急需对,空间-进行

重新认识"实现研究的,空间-转向'另一方面"一个

困惑也横亘在前%从
$$

篇有关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

硕博论文中"只有
%

篇出自教育学学科的贡献"我们

不禁问%为什么教育学研究忽视教育的空间研究2

为什么学前教育学研究忽视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2

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教育学研究者反思%第一"学科

局限'教育学学科研究包括学前教育学研究"缺乏

理论敏感性"教育学理论创新相对滞后"不能及时从

其他学科中汲取理论营养"学科视野狭窄!第二"方

法论局限'教育研究历来重视质性研究"而轻量化

研究&计量分析"而,自然地理空间-研究取向的研究

多量化研究和计量分析"致使教育学研究不敢轻易

尝试,空间-的研究!第三"研究方法的局限'教育学

学科忽视测绘&统计&计量&地图&

BX/

&数学建模等

空间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应用"这一方面是源于学科

的壁垒"另一方面也是教育学学科方法论素养不足

和重理论轻实践&重思辨轻应用的表现'因此"教育

学学科应在儿童游戏空间研究"乃至教育空间的研

究上致力于打破这三方面的局限"加强,自然地理空

间-取向的研究"同时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发挥教育

学学科优势"加强儿童游戏空间的,社会
@

教育空

间-取向研究"实现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在自然和人文

研究上的相得益彰'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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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吕进锋"曹能秀%国内儿童游戏空间研究述评

三"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基于硕博论文的分析发现"目前关于儿童游戏

空间的研究依然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研究取向"基

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在教育学领域

尚处起步阶段"基于,自然地理空间-取向的教育研

究也不足'简言之"本研究结论如下%

#=

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历来被研究者所重视"

特别近几年的研究势头更足'

!""!@!"#"

年
E

年"

只有
%C

篇"

!"##@!"#C

年
?

年间"有
A!

篇"占

近
C"f

'

!=

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者主要来自规划类&设

计类&工程类&建筑类和园艺类学科"而教育学学科

的研究不足'前者重视,自然地理空间-研究取向"

缺乏对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人文关怀"忽视儿童游

戏空间的,关系-生产与再生产'后者重视人文关

怀"却忽视了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导致学科优势未发

挥"研究贡献不足'

%=

目前"研究者对儿童游戏空间之,空间-概念

的理解依然处于传统地理学空间概念范畴下"即将

空间理解成是自然地理空间"重视空间规划&设计&

景观分析"尚未实现,社会空间-的认知转向"这是儿

童游戏空间研究需要突破的地方'

&=

在研究方法上"如实地勘察&测绘&项目设计

与分析等方法的运用上值得教育学研究者借鉴'

A=

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空间尺度集中于城市"

特别是发达地区大城市'究其原因在于城市往往有

较为成熟的儿童游戏空间"如儿童公园&游乐场&城

市公共空间&社区游戏空间等"有研究的对象和案

例"往往被研究者所青睐'

C=

研究的解析尺度主要表现在城市公园&幼儿

园&居住区及其他城市公共空间'

#二$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需要在以下几

方面有所突破%

#=

教育学研究者应承担起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

责任"既要重视儿童游戏的,自然地理空间-研究"也

应在研究的,空间转向-上有所突破"跳出空间的物

质性范畴"关注儿童游戏空间的社会性&文化性&生

产性"关注空间的多元交互性"加强,社会
@

教育空

间-取向的儿童游戏空间研究'

!=

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加强量化研究

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的介入"如地理信息技术&数学

建模&地图法等方法的借鉴和应用'在研究上作出

属于教育学学科的贡献"因为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

本质上是教育空间的研究"它属于教育学学科研究

领域'

%=

儿童游戏空间研究的空间尺度和解析尺度上

应有拓展"跳出城市空间尺度"多关注农村幼儿园儿

童游戏空间研究&民办幼儿园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农

村居住区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共

存地区儿童游戏空间研究&民族村落儿童游戏空间

研究&小城镇儿童游戏空间研究&城乡交接处儿童游

戏空间研究&家庭游戏空间研究等'

&=

关注特殊儿童游戏空间"如留守儿童游戏空

间研究&城镇农民工子女游戏空间研究&残障儿童游

戏空间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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