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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是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社区游戏空间是儿童游戏和发展的重要场所。通过田野研究发现：城市儿童社

区游戏空间的儿童尺度不足；社区游戏空间中儿童自由在逐渐消失，驯养化现象严重，但是儿童也自主创设了一些游戏空间；

社区游戏空间中关系网络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主要教育建议：在物理层面上，建设符合儿童尺度的自然友好型游戏空间；在

心理层面上，建设有利于儿童自主的自由开放型游戏空间；在关系层面上，建设有利于儿童与物、人互动的交互型游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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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Urban Children’s Community Play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hildhood Sociology

HAN Bo，YUAN Li-ju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Ma’anshan Teacher’s College，Ma’anshan 243041，China）

Abstract: Space is an important focus in the study of new childhood sociology and the community play space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hildren’s play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field research，we have found that: the scale of children in urban children’s community
play space is insufficient; children’s freedom in the community play space is gradually disappearing; the phenomenon of domestication
is serious，but children also create some play space independentl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in the community
play space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Suggestions: on the physical level，a natural friendly play space should be built to meet
the scale of children; on the psychological level，a free and open play space that is conducive to children’s autonomy should be built;
and on the relationship level，an interactive play space that is conducive to children’s interaction with objects and people should be
built.
Key words: new childhood sociology; community play space; children scale; freedom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带来的空间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游

戏、儿童发展、环境心理学、儿童地理学、城市规

划和城市设计相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快速城

市化改变了城市地区的社会和物质环境,也极大

地影响了儿童的游戏空间。对大多数孩子来说，

他们第一次独立探索家庭和学校以外的世界是

在当地社区——在街道、房子和离家不远的目的

地。游戏、社交和独立探索的安全场所对儿童的

归属感、身份形成和健康发展很重要。儿童通过

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来学习，对人和地方的体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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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他们的身体、社会和认知发展。

儿童游戏空间的研究在国内历来被研究者

所重视。研究内容方面，注重从传统地理空间和

规划设计的角度研究儿童游戏空间；关注游戏设

施等物质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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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者方面，主要来自规划类、设计类、工程类、建

筑类和园艺类学科，而教育学学者的研究不足。

研究视角方面，以往儿童游戏空间研究中更多采

取成人中心视角进行“对儿童”的游戏空间研究，

而儿童中心视角的“有儿童”的游戏空间研究比

较欠缺。研究范围方面，研究者对具有明确的儿

童游戏空间功能的公园、幼儿园、居民区等关注

较多，而对于社区中不具有明确儿童游戏空间功

能的“空间”，如街道、户外广场、公共商业空间等

关注得少，这些空间对儿童成长发挥着非常重要

的影响，故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目前，实现“社

会空间”的认知转向是儿童游戏空间研究需要突

破的地方。教育学研究者需要跳出空间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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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间是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新童年社会学研究者关注现代城市中家庭、邻

里、社区等重要空间对儿童生活的影响以及儿童

在这些空间中的积极行动。新童年社会学研究

者关注到，这些空间既是物质场所，也是社会文

化场所。这些空间塑造着儿童的日常生活。儿

童通过积极行动建构对空间的认知和使用［2］。对

儿童社区游戏空间的关注与审视有助于理解儿

童的生活，有助于改善儿童的社区游戏空间。因

此，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新童年社会学主要观

点显示，儿童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不是社会化

的被动对象，儿童应当被视为建构其周围世界的

参与者［3］。笔者聚焦于儿童社区游戏空间，运用

新童年社会学的视角，基于儿童立场揭示城市儿

童社区游戏空间的现实状态。

二、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质化研究方法，以典型的儿童社区

游戏空间作为田野，通过田野调查收集资料，深

描儿童社区游戏空间真实情况，发现儿童社区游

戏空间可改进之处，基于新童年社会学视角探索

儿童社区游戏空间的优化路径，为儿童的美好生

活提供支持。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的儿童主要指2-3 岁城市低幼儿

童。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自主意识较强，有更

多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更能展现儿童作为行动者

角色的诸多行为。同时，该年龄段的儿童还没有

入园，在社区中游戏的时间更多，社区游戏空间

对于这部分儿童更为重要。因此，研究此群体儿

童的社区游戏空间更有现实意义。

（二）数据收集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

法。通过在田野中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获

取关于儿童社区游戏空间现状的资料。通过田

野观察主要考察两个方面：第一，从儿童视角出

发具体考察城市儿童社区游戏空间情况，做关于

社区游戏空间实际情况的田野记录；第二，基于

儿童立场考察儿童在社区游戏空间中的游戏行

为，发现游戏空间对儿童的具体影响以及儿童对

游戏空间的改造与创造。同时，对儿童和家长等

人员进行深入访谈。通过对儿童的访谈，了解其

对社区游戏空间的认知和感受；通过对家长的访

谈，了解其对社区游戏空间创设与使用方面的思

考与困惑，以及家长对儿童在社区游戏空间中行

为的关注与理解。

三、研究结果

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对社区游戏空间中的儿

童、成人、游戏、空间及其彼此之间关系进行了整

体考察，城市儿童社区游戏空间状况得以一定的

呈现。

（一）社区游戏空间中的儿童尺度

社区游戏空间的状况对儿童游戏会产生直

接的影响，社区游戏空间符合儿童尺度时能够引

发儿童更多适宜的游戏。儿童尺度（Child-

scaled）指以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为出发点进

行物理空间的布局与设计［4］。当前社区游戏空间

的现状让儿童获得的感受是：“他们是生活在一

个由巨人和巨物构成的世界中的‘小人’，很少有

东西是按照他们的尺寸制作的。”［5］21社区空间设

计和建设时常常忽略儿童，所以社区空间基本是

成人尺度。考察社区空间发现，每个小区均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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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健身设施，但是却并非每个小区均有儿童游戏

设施。以某三线城市为例，走访相邻的8个小区，

只有一个小区拥有简单的儿童游戏设施（一个儿

童滑梯）。当然儿童不仅在专门游戏空间中玩

耍，社区中的任何一处都有可能会引发儿童的游

戏。现实情况是追逐商业利益的地产开发过程

中建造更多的房子，留下了越来越有限的户外空

间。社区空间由一个个门禁式小区分割成孤立

封闭的空间，高墙围栏大门导致儿童视线可及的

很多风景被阻挡变得不可见，也妨碍了儿童的社

会交往。每个小区内的绿色景观只能看却不适

合儿童在其间游戏，比如精心照料的专门草坪禁

止进入，直挺挺的大树禁止攀爬，也不适合攀爬，

灌木丛细密不透风导致儿童无法通过。社区空

间的地面基本是水泥混凝土或者砖石铺设的坚

硬地面，沙土地少之又少，极大地影响了儿童感

知泥土的自然气息和多变的特性。不符合儿童

尺度的社区空间制约了儿童的游戏，也缺乏对儿

童的吸引力。

专门室内儿童游戏场是否符合儿童尺度

呢？实地考察会发现：专门室内儿童游戏场也未

必符合儿童尺度，一些儿童进入某个游戏场几次

之后就不想进入。儿童游戏场建成后基本没有

变化，导致对儿童失去持续的吸引力。儿童游戏

场大型设备固定不动，有着特定的游戏功能，玩

法单一，缺乏灵活性。根据儿童年龄特点投放的

材料也未必适合儿童。为什么根据儿童发展特

点的材料不符合儿童游戏需要呢？因为成人所

依据的是心理学研究中儿童年龄阶段发展特点，

学科研究中更多考虑的是儿童的普遍发展特点，

但每个儿童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心理学

中的“发展”近来也受到了批判，新童年社会学研

究者认为，“发展”这一概念对童年的社会历史背

景和急剧变化的成长环境缺乏关注［6］1。根据儿

童年龄发展特点选择游戏材料只能作为一个参

考，并不能确保材料一定适宜并引发儿童的游

戏。成人需要全面考虑孩子的个性化发展特点

和成长背景，提供丰富多样的开放性材料供儿童

选择，这样才能尽量的接近儿童游戏需要。

（二）社区游戏空间中儿童的地位

1.社区公共游戏空间中儿童的自由逐渐消失

（1）随时随地玩耍的自由在消失

研究发现，游戏机会的匮乏和游戏场所的缺

乏是儿童游戏中自由消失的显著表现。城市中

儿童游戏的时间状况为多在专门的时间而非随

时。儿童游戏时间的安排常常依据家长时间而

定。因为大部分父母需要工作，2-3岁儿童在工

作日时基本由祖辈家长照顾。祖辈家长一方面

照顾孩子，另一方面还要负责家里的清洁卫生、

煮饭等家务，剩余的时间才有可能带孩子外出游

戏。访谈和观察中均发现，家长会在忙好自己的

工作和家务之后带儿童外出游戏。一般每天外

出游戏的时间1小时左右。祖辈家长活动能力有

限，不会开车，一般带孩子在小区周边玩耍。工

作日时，父母会选择晚上陪伴儿童游戏。节假日

时，父母会开车带孩子到城市周边的生态乐园、

动物园等地方玩，游戏时间约大半天。此外，儿

童游戏时间会受到天气状况的影响，只有在天气

状况较好的情况下，家长会带儿童外出游戏。如

果天气情况不好，遭遇雨雾风雪时，儿童通常不

被允许出去玩。尤其冬季气温低的日子里，外面

游戏的儿童极少。冬季寒冷的日子里，有的孩子

可能连续一个星期不外出。家长担心儿童着凉

感冒，于是大大减少带儿童外出游戏的时间。

研究发现，儿童在封闭空间中游戏多于在公

共开放空间中游戏，儿童在室内游戏多于户外游

戏。儿童经常玩的地方有所在小区、附近小公

园、露天广场、大型商场超市和母婴店等具体空

间中，街道开放空间中的游戏基本消失。伴随着

街道成为汽车占据的交通要道，成人的风险焦虑

和陌生人焦虑共同导致儿童游戏从街道的退出，

也因而减少了儿童对社区街道的熟悉与了解，以

及儿童与他人在街道处的相遇与相处。城市中

很难见到在街道上玩耍和闲逛的儿童，儿童对自

身周围空间探索的机会减少，这一切导致儿童活

动范围窄化，很难获得丰富的地方经验。访谈中

家长常常感叹，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很少，可选择

的游戏空间有限。考察儿童经常游戏的地方发

现，儿童走出家门后，在自然环境中玩耍的时间

很有限，常常走进商场、超市、母婴店等一些室内

空间去游戏。一方面，儿童所在社区的户外空间

缺少对儿童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消费主义盛行的

今天，商场超市母婴店中琳琅满目的新奇商品和

有趣的儿童玩具快速抓住了儿童的眼球，吸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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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驻足流连。同时，家长认为，室内不会风

吹日晒，也相对安全卫生，常带领儿童进入室

内。多方面原因共同导致儿童游戏场所从户外

向室内转移。

（2）随心所欲玩耍的自由在消失

游戏时成人会以陪伴之名对儿童的游戏进

行监管与控制。正如泽利泽在《给无价的孩子定

价》一书中指出，现代儿童虽然经济上无用，但是

情感上无价。儿童受到高度保护，因安全之名的

限制在所难免。大多数情况下，家长决定儿童到

哪里玩和玩什么。访谈中，当问到“去哪里玩由

谁决定时？”很多家长说：孩子太小说不清楚，一

般是我决定。我会根据之前孩子游戏时的表现

选择地点，他（她）玩得好的地方我会再带他（她）

去。个别家长会说：我会问问孩子想到哪里玩？

能去的地方就带孩子去，不能去的地方就只能听

我的了。因为幼小儿童的独立活动性弱，需要家

长陪伴，所以玩耍的安排只能随家长意愿，而非

自身意愿。

儿童游戏时，家长全程在旁监控，家长喜欢儿

童玩安全卫生的游戏。“走啦走啦！这里脏！不可

以去那里”。这样催促与制止的语言充斥于儿童

游戏过程中。家长一旦发现儿童有危险行为，会

立刻制止。当儿童攀爬高处时，家长会大声阻止

或者全程保护。当儿童走进草丛中时，家长也会

阻拦，因为那里可能有狗屎或者其他未知的危险，

比如蛇。家长过度的安全焦虑让儿童束手束脚，

这种规避行为让儿童接触不到危险，当然也学不

到如何应对危险。当儿童踩水或者用手去触碰地

上的泥土时，一些祖辈家长会立刻进行制止并将

他拉离那里。很多祖辈家长认为，踩水和玩泥土

不卫生，会脏了手，也脏了衣服。儿童生活于钢筋

混凝土建构而成的城市中，本就缺乏与自然物

（水、泥土等）的接触。游戏中成人对于儿童玩水

和玩泥土的制止，减弱了儿童尽情游戏的乐趣，也

切断了儿童与自然物建立情感的机会。

2.社区专门游戏空间中儿童的行为被驯养化

驯养化指儿童的活动日益离开户外进入了封

闭和被保护起来的空间。商业场所参与了童年的

驯养［7］。商业化游乐场作为专门游戏空间得到了

家长和孩子共同的青睐。城市家庭父母平时忙于

工作，有时间带孩子玩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专门的

商业化游戏场。很多家长愿意将孩子放入专门游

戏场中，为自己的孩子购买游戏场的会员卡，能够

满足孩子多次进入游戏场游戏的需要。家长认

为，将儿童放到游戏场中进行游戏有安全保障，与

户外游戏相比，不用时刻眼睛盯着孩子以防发生

危险。家长觉得，带孩子在游戏场玩自己精神可

以不用那么紧张，身体不那么劳累。

商业化游戏场位于各种大型商场、超市、母

婴店等处，为实现商业利益，游戏场常常会建设

成投儿童所好的地方。游戏场中安放了诸多大

型游戏组合设施供儿童攀爬，还有其他各种儿童

喜欢的游戏材料如沙池、小车等供儿童选择，地

面采取软包的方式保证儿童的安全，周围有围栏

或者透明玻璃作为明确的界限，有专人管理和服

务，儿童在此封闭空间中进行着忙碌的游戏。游

戏场周围设有家长休息和观察的区域。游戏场

的建设实际上造成了家长与孩子的隔离。家长

将儿童放入游戏场后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比如刷

手机等。儿童经常到游戏场中进行玩耍的经历

仿佛在告诉儿童，这里才是适合你游戏的地方。

儿童在专门设置的控制好的环境中，在固定的游

戏设备上玩着特定的游戏，攀爬无生命的设备，

而非攀爬有生命的树。有形的空间和具体的设

备让儿童进行特定游戏。“由于室内空间的狭小、

有限，过去儿童游戏所具有的天然‘动态性’与

‘无序性’是对室内空间稳定秩序的严重冒犯，儿

童必须压抑自己‘狂躁’的身体，使其不会超出严

格的空间界限，方能保证空间秩序的正常执

行。”［8］这种控制好的环境只能让儿童获得有限的

游戏经验，儿童无法体验到自然中的光影风等与

游戏结合的美妙。

3.儿童在社区中自主创设了诸多游戏空间

“新童年社会学在批判传统社会化理论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它否认童年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事

实，否认儿童的消极地位，提倡把童年作为一种积

极建构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9］社区游戏空间影

响着儿童的游戏行为，但同时儿童也在开放的社

区游戏空间之中积极建构自己的游戏空间。当成

人可以打开空间的限制，社区的所有生活空间都

可以变成儿童的游戏空间。儿童借助自己的创造

性和想像力，可以将一切空间为自己所用。

案例1：树棍插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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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滑梯的面板上有很多的小洞洞。小女

孩七七在地上捡到一根细细的树棍。七七拿着

小树棍坐在滑梯面板上休息，这时她看到了面板

上的洞洞，于是尝试把小树棍插入小洞洞，插入

后小木棍掉了下去。七七大声喊“掉了，掉了”，

妈妈帮忙捡起来递给她。她又反复试了几次，然

后开始到地面上捡更多的树棍，逐一尝试着将不

同树棍插入洞洞中。既尝试了长棍，也尝试了短

棍；既尝试了粗棍，也尝试了细棍；既尝试了直

棍，也尝试了弯棍。发现弯棍插入后掉不下去。

树棍插洞洞的游戏玩了好久，还吸引了两个小姐

姐捡了好多棍棍一起玩。

案例中小女孩用树棍和滑梯面板上的洞洞

创设了一个与玩滑梯不同的游戏空间。小女孩

自主创设的新游戏空间是对滑梯孔洞面板的创

造性利用，运用不同树棍插洞洞，充满多样化探

索的趣味。

案例2：“声东击西”

小区广场有一个圆形花坛。一次点点和妈

妈走到圆形花坛时，点点指着花坛一边对妈妈说

你跑那边，妈妈很配合的向那边跑去。结果妈妈

一回头发现点点从与妈妈相反的方向跑走了。

妈妈开玩笑的说：点点真厉害，都会“声东击西”

了。点点第一次听到“声东击西”这个词，感觉很

有趣，他哈哈大笑着要求再玩一次“声东击西”。

之后每次走到圆形花坛处，点点都要和妈妈玩

“声东击西”游戏。点点通过“声东击西”的方式

指挥妈妈跑一个方向，他跑相反的另一方向，乐

此不疲的玩着简单的跑步游戏。

案例中点点通过“声东击西”的跑步游戏实

现了对圆形花坛空间的创造性运用。点点和妈

妈共同用“声东击西”这样的词语赋予绕着圆圈

奔跑游戏以趣味，让圆形花坛有了新意义，形成

了一个不同于原先的游戏空间。

案例3：好玩的小水管

小区草坪边缘有一些插在地上的小水管，接

上长管子可以用于给草坪浇水。瑞瑞有一次在

草坪边缘发现了小水管，小水管存了一点水。水

管的粗细刚好够瑞瑞的小手伸进去。瑞瑞将小

手整个伸入水管中，一直伸到不能伸为止。看到

水管旁有树叶，他将地上干枯的小树叶放入水

中，让树叶喝水，最后将树叶扔在水里游泳；还用

小木棍试试水有多深；模仿《南瓜汤》里的小松鼠

来搅一搅。一玩玩了半小时。之后很长一段日

子里，每次外出他都要去草坪寻找小水管，要去

玩玩小水管里面的水。

案例中可以发现，因为儿童对水很感兴趣，

寻找到了可以玩水的小水管后，兴致盎然的玩起

了一系列游戏。小水管因为儿童瑞瑞创造性的

使用变成了一个有趣的游戏空间。

上述三个案例展现了儿童游戏空间生产的

不同方式。一方面，儿童能够对现有游戏空间进

行拓展，创造不同于原有游戏空间的新空间；另

一方面，儿童也能够对生活空间进行创造性利

用，使生活空间转变为游戏空间。“儿童游戏空间

的生产就是空间主体、空间媒介和空间情境三者

交互的结果。”［10］儿童游戏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儿

童无疑是空间主体，儿童充分发挥自主性，对空

间情境做出自己的理解，并借助不同的空间媒介

实现游戏空间的生产。案例1中空间媒介是自然

物小树棍，小树棍在周围空间中的易得性激发了

新游戏。此外，自然物对于儿童来说有着更多的

功能可供性。例如，小树棍可以用来插洞洞探索

空间，也可以被假装为稻子来插秧。所以空间中

的自然物有助于儿童游戏空间的生产。案例2中

空间媒介是语词游戏“声东击西”。“声东击西”来

自于成人的话语，正如科萨罗在阐释性再构理论

中所指出，儿童能够对来自成人世界的资讯和知

识进行创造性利用［11］33。儿童对“声东击西”这个

词语进行了自己的理解与阐释，与奔跑游戏相结

合赋予生活空间新意义，从而实现了游戏空间的

生产。案例3中的空间媒介是水管，水管中的水

是符合儿童天性之物，故对儿童有着巨大的吸引

力。儿童将自身生活经验与水管结合，衍生出很

多游戏情境，将水管变成了自己的游戏空间。三

个案例的空间情境均是在户外。“户外环境灵活、

开放和不确定的性质大大增强了儿童创造、创

新、想象、组合和转换材料的潜力。”［12］18户外情境

为儿童的游戏提供了更多可能，自然物能够激发

儿童象征性思考，也允许儿童运用动作、语词等

探索新意义，故有利于儿童游戏空间的生产。

（三）社区游戏空间中的关系

1.社区游戏空间的孤岛化现象

现代社会中，一方面儿童被视为家庭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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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长会采用限制的方式保护儿童，远离充

满不确定危险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儿童有时

被视为公共秩序的干扰者，被一些公共空间所不

容。两方面原因共同推动了将儿童置于专门空

间的安排，从而催生了一系列专门游戏场的建

设。“附加式”室内外游乐场和“独立式”室内软游

戏中心宣称儿童有权在建筑的某些部分玩耍，将

儿童从成人空间中隔离出来［13］。儿童游戏空间

逐渐成为一个个被设计和划分出来的专门的“孤

岛”区域。”［14］孤岛割裂了与周围的联系，造成了

儿童与公共空间和成人活动的隔离。儿童在孤

岛般的游戏场中进行玩耍，更少在家附近公共空

间中玩耍，导致对社区中本地空间认识和了解不

足，不利于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儿童常常需要家

长的陪伴而无法独立到达这些孤岛般的游戏场，

由于成人束缚，儿童失去自由探索周围环境的机

会。儿童的这种生活轨迹显示了空间碎片化和

集中化，儿童在孤岛中度过自己的时间，儿童拥

有有限的游戏空间而非广阔的游戏空间。

2.社区游戏空间的具体问题

艾伦·普劳特引入法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试图以此消解新童年社会

学中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二元对立问题。行动

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是许多异质性事物之间的

联系，并不存在实体性的社会，有的只是处于不

断发生、变化和消亡中的联结，社会即是由行动

者所构成的异质网络［15］。一方面，行动者有很多

类型，既有人类，也有非人类；另一方面，每一个

行动者背后都有一张人和物共同作用的、复杂的

网络。当一系列新的网络发生连接时，新的童年

形式也就出现了［6］73。普劳特的思考启发我们运

用网络连接的视角来审视童年问题，关注网络中

的不同行动者以及构建网络的人与物。此外，社

会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儿童通过与物和人的相互

作用实现发展。因此，考察游戏空间中儿童与物

以及儿童与人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田野

研究发现，在社区游戏空间中，儿童与物和人借

助不同游戏活动形成了不同的关系，但是还存在

一定问题。

（1）游戏空间中材料之间的关联性不足

通常，对儿童游戏行为方式的描述是基于游

戏的物理环境。诚然，儿童往往对他们周围的物

体感兴趣，他们可以触摸和操纵这些物体。然

而，问题是成年人通常会将儿童游戏中的行为与

这种对物体的可见操纵相提并论，从而用外在的

术语来描述儿童游戏，而不是在社会和文化背景

下研究游戏。“儿童游戏的许多心理学理论都是

基于生物学的方法，这意味着随着儿童的成熟，

它会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发展进步：从玩物体发

展到使用符号，最终到角色扮演。”［16］成人关注到

物对儿童发展的重要价值，于是重视为儿童提供

游戏物品。但是其中很多游戏物品是某种特定

功能的玩具，这种游戏物品与儿童之间建立的是

某种特定关系。例如，儿童游戏场地中孤立的放

置滑梯，儿童体验的只是玩滑梯的经验。当周围

地面有自然物例如果子时，儿童可以用果子放到

滑梯上感受果子在滑梯上的滚动。成人为了保

持地面的整洁，将地面的自然物清扫干净，儿童

就缺少了用这些自然物进行游戏的宝贵机会。

如果投放的各种材料零散、分散，儿童只能进行

孤立的物品操作，无法获得关系性的经验。成人

需要重视从关系视角为儿童游戏提供可操作之

物。比如小池塘周围铺有小石子，这样儿童可以

用石子玩打水漂的游戏。

（2）游戏空间中儿童与成人的互动不足

通过对游戏空间中儿童与他人关系的观察，

研究者发现：儿童与同伴关系紧密，喜欢与同伴

一起玩，同伴对儿童来说是游戏中的重要他人。

当到达游戏场地后，儿童会被场地中游戏的其他

儿童吸引，想要加入同伴游戏之中。当游戏空间

中有其他小伙伴时，儿童游戏的积极性更高，游

戏的时间更长。但是考察儿童与成人关系发现，

儿童与成人的关系比较松散。儿童游戏时，成人

更多时候处于陪着的状态或者不知所措的状

态。成人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保证儿童游戏的安

全。在儿童游戏遇到困难求助成人时，成人会给

予帮助。有时儿童在游戏，成人会在旁边拍摄视

频记录游戏过程；有时成人会看手机，做自己的

事情。成人或者作为旁观者或者游离于儿童游

戏之外。成人看着儿童游戏，而非参与儿童游

戏。社区游戏空间中，成人很多时候处于身体在

场，而非整个生命在场。成人与儿童的游戏处于

分离状态。成人习惯于将游戏空间视为物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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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忽略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家长认为，游

戏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应该受到保护，不受成

人的干扰。成人对儿童的游戏有一种矛盾的态

度，当孩子们玩的时候，他们不确定是否要参

与。这种矛盾源于成人采用了传统的发展心理

学方法对待儿童游戏，关注的是儿童通过对物的

操作获得发展，没有从社会和文化背景思考儿童

的游戏，没有认识到儿童也需要在与成人的社会

互动中建构新的游戏意义［17］。

四、研究建议

新童年社会代表人物普劳特在《童年的未

来》中指出：儿童是“自然-文化”的结合物。根据

新童年社会学研究的启示，审视社区游戏空间

时，既要关注空间的自然物理属性，也要关注空

间的社会文化属性，同时重视空间的关系属性。

重视儿童自身的积极行动能力，从儿童立场出发

建设社区游戏空间。

（一）物理层面上建设符合儿童尺度的自然

友好型游戏空间

“对于儿童，尺度尤其重要：他们与环境互动

所用的尺度比成年人要小很多；儿童会发现成人

忽视的东西，也会受到成人不易受到的影响。例

如，年幼的孩子不能从停着的汽车或者花园围墙

上面看过去，在童车里过马路时他们处在汽车排

气口的高度。距离是尺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决

定着儿童是否能够容易地到达商店、体育场、朋

友家和游泳池（取决于年龄和独立水平）。尺度

和距离影响着他们能走多远，需要穿越多少个路

口，才能到达一个地方。”［18］202重视儿童尺度，既要

重视了解儿童生理和心理需求，也要重视空间的

可达性。对于儿童来说，空间中的可达性影响了

儿童随时随地的玩耍，需要建设有吸引力的本地

社区游戏空间。

关于环境的文献以及儿童的学习证据表明，

设计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户外游戏空间包括:

指定和相连的空间，高架空间，野生空间，探索和

调查的空间，神秘和迷人的空间，自然空间，想象

力空间，运动和静止的空间，社交空间，流体空

间［12］59。已有研究证明，良好的游戏空间必须包

含：多样有趣的物理环境，儿童可以进行与物理

环境相关的挑战游戏；丰富的自然元素——土、

水、树叶、果实等；可以运动的场地，儿童用于奔

跑、跳跃、翻滚、攀爬和平衡等游戏；有各种可操

纵的天然和人造材料；游戏空间有助于儿童体验

自然和环境的变化，有利于儿童与同伴和成人的

社交［19］。当游戏空间具有自然特征时，如吸引昆

虫的植物、石头和流动的水，添加各种开放性的

游戏资源，如工具、装扮衣服和轮子，会为儿童的

游戏拓展可能性，满足各种能力和需求的孩子。

自然特征也有助于带来感官和审美体验，体验光

线的明暗；树皮的不同纹理，树叶、鹅卵石和沙子

不同的质感；各种花草的气味；运动时风吹过脸

庞等感觉。儿童自身的游戏空间实践为我们揭

示了儿童的诸多尺度。比如，儿童喜欢隐秘的空

间（如躲在灌木丛后或者滑梯下方等处），喜欢在

圆形的空间处奔跑（如绕着圆形的花坛或者圆形

的跑道追逐跑等），喜欢开放性的材料（如泥土、

沙子、水、树叶等），喜欢自然绿色的空间（如大

树、小草、小花、溪流等）。因此，社区游戏空间需

要进行这些符合儿童尺度的自然友好空间的设

计。在自然游戏空间中，儿童既可以使用和体验

空间，也可以在运用空间中产生新经验，实现空

间的再生产。

（二）心理层面上建设有利于儿童自主的自

由开放型游戏空间

如果全面的理解空间，那么游戏空间不仅需

要以物理方式看待，也需要以心理方式看待。从

儿童的游戏行为和对游戏的材料选择中可以发

现与“心灵”相关的因素，如儿童的自由感、兴奋

感和惊奇感等都通过游戏空间表现出来。当儿

童游戏时，空间中出现的兴奋和惊奇因素可能是

他们出现在空间中的触发因素。兴奋这个词的

意思是非常高兴和热情，因为好事即将发生。空

间中有一些东西会让儿童玩游戏时感到兴奋。

比如儿童看到水、泥土等就会异常惊喜。此外，

既要关注实体的游戏空间，也不要忘记儿童的想

象空间。在自由安全的氛围中，儿童通过自己的

幻想能够创造出数不清的想象中的游戏空间。

游戏是儿童内心生活（情感和思想）和外部世界

之间的一次动态相遇。当儿童游戏时，他们创造

了一个动态的空间情境。当一个孩子能创造一

个想象的或有动机的情境时，他也在发展抽象思

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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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家彼得·格雷根据人类学、心理

学和历史的证据指出，自由游戏是儿童学会控制

自己的生活、解决问题、与同龄人相处以及情绪

富有弹性的主要手段［20］。拥有独立探索和参与

未经组织的户外游戏的自由对儿童发展至关重

要:不仅对他们的活动水平（他们的身体发展），而

且对他们的心理、社会和认知发展都很重

要［18］177。基于自由游戏对于儿童的重要性，我们

需要积极创设各种条件满足儿童的自由游戏。

一方面，为儿童提供安全而有趣的本土游戏空

间，通过减少地面停车，增加可达性的儿童户外

游戏场地等方式实现；另一方面，减少对儿童游

戏的控制，多支持少干预，多观察少说话。同时，

帮助儿童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支持儿童进行适

度的冒险性游戏。此外，社区营造邻里守望相助

的文化氛围，通过宣传与志愿服务等方式建设有

利于儿童自由游戏的空间氛围。

（三）关系层面上建设有利于儿童与物、人互

动的交互型游戏空间

空间不只是物理的空间，而是一种关系的社

会。空间充满着多元性、主观性、文化性，充满复

杂的社会关系［10］。因此，儿童游戏空间的建设需

要具有关系意识，处理好儿童与空间中物和人的

关系。一方面，建设者需要意识到物的重要性，

通过可移动的物和开放性材料支持儿童与物建

立联结，形成关系。另一方面，成人通过游戏中

与儿童的互动施以文化影响。比如儿童参观完

动物园之后，成人与儿童可以利用开放性材料

——小树棍共同制作小动物（如制作长颈鹿）。

在制作的过程中，儿童进一步感受到长颈鹿拥有

长脖子的典型特征。制作完成之后，儿童还可以

用长颈鹿玩角色游戏。在这一个事例中可以发

现，儿童和成人与建构玩具形成了有意义的联

系，通过制作长颈鹿进行了深入互动，成人与儿

童均获得了丰富的游戏体验。从中我们也可以

发现儿童游戏的秘密：故事能够为儿童的游戏助

力。当儿童的游戏具有一定情境时，儿童游戏时

更为专注，也能够持续下去。儿童在与成人的互

动中创造游戏的意义。“文化背景对儿童寻求有

意义的行动有积极的影响。一个孩子的想象力

不是被一个物体本身捕获的，而是被赋予物体和

行为意义的故事捕获的。当成年人戏剧化一系

列事件时，他们打开了一扇孩子们可以进入的游

戏世界的大门。”［16］

儿童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具有复杂性和多样

性，每个儿童个体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又具有各

自的独特性。在创设体现儿童能力和影响力的适

宜的游戏空间方面，成人需要持续不断的去了解

儿童。成人可以借鉴克拉克提出的马赛克方法来

倾听儿童的声音。马赛克是由许多小的碎片组成

的，我们需要把这些小碎片拼接到一起以理解整

个画面。马赛克方法使幼儿有机会以多种多样的

方式，或者说用他们的“一百种语言”来表达他们

的观点。每种工具，如拍照、幼儿园之旅、地图制

作等，都提供了一个碎片［21］24。马赛克方法运用儿

童喜欢并擅长的可视化工具捕捉儿童此时此地的

经验，儿童有能力并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基于儿

童视角通过多方的信息碎片能够了解儿童对社区

游戏空间的经验与想法。倾听儿童各种声音，理

解儿童的游戏兴趣与需要，才能为儿童的游戏提

供更多支持。儿童体验世界的方式与成人明显不

同，对儿童游戏空间经验和声音给予高度重视，可

以更好地理解儿童需要。

五、结语

正如科萨罗指出，童年的未来就在现在。“丰

富孩子们的生活，有利于他们更好地长大成人，

而且能够使他们充分地、积极地参与到自己的童

年中去，也能够使我们成年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11］299童年的现在就在儿童的游戏空间中。正

如诸多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所表明：儿童在其生活

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走进并理解儿童游戏空

间，我们也会发现：儿童能够与成人共同建构美

好的社区游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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