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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广州湿热气候条件下，戏水游戏受众广、影响时间长、受儿童和家长关注度高。度量使用者在
儿童戏水游戏场地中的游憩满意度并据此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可为儿童游憩场地的精细化建设
和管理提供依据。选取广州市 3 个儿童公园 8 处戏水场地为研究对象，构建包括 3 项评价指标、
10 项评价因子的指标体系，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各场地进行游客满意度评价。研究表明：活动
趣味性、遮阴设施均与各场地总体满意度强相关，遮阴设施在 3 类戏水场地中均为“低满意 - 高
重要”指标因子；旱喷式场地中的场地安全和活动趣味性、情景融入式场地中的活动趣味性和环
境舒适度亦需加以重视并改进；浅池浸入式场地中使用者对卫生设施和监控设施的关注度更高，
其中监控设施的改善尤应引起关注。建议根据 3 类场地的主要使用群体特征和游戏需求差异采取
相应的优化策略，以支持和促进儿童友好户外环境营造。 
 
Abstract 
Under the humid and warm climate of Guangzhou, water play activities attract a 
broad audience, have a prolonged impact, and receive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both 
children and parents. Assessing user satisfaction in children's water playgrounds and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measur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can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precis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ldren's 
recreational spaces. This study selected eight water playgrounds across three children's 
parks in Guangzhou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establish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comprising 
three criteria and ten factors. Fuzzy evaluation was used to assess visitor satisfaction at 
each site. The research indicate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overall satisfaction and 
both the activity interest and the presence of shading facilities. Shading facilities were 
consistently identified as a 'low satisfaction-high importance' factor across all three types 
of water playgrounds. Space safety and activity interest in dry spraying type, and activity 
interest and environmental comfort in scenario integration type also require attention 
and improvement. For shallow pool immersion sites, users expressed deeper concern 
regarding sanitary facilities and monitoring systems, with a specific emphasis on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s to monitoring.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b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and varying play needs of the three types 
of water playgrounds to support and enhance the creation of child-friendly outdoor 
environments.

文章亮点
1）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广州儿童公园戏水场地进行满意度评价；2）活动趣味性、遮阴设施均
与各场地总体满意度强相关；3）遮阴设施在 3 类戏水场地中均为“低满意 - 高重要”指标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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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与推广，儿童专类公园、儿童
户外活动专区在我国城乡公共绿地中大量涌现。在这些正式
的儿童活动场地中，户外戏水游戏广受儿童和家长欢迎。尤
其在长夏无冬的广州，每年 5—10 月的戏水游戏吸引了儿童
和家长积极参与，受到园方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有必
要度量使用者在儿童戏水游戏场地中的游憩满意度，进行每
类场地的满意度 - 重要度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对于儿童户外游戏场地的设计，国外从 20 世纪中后期
逐渐建立起较成熟的研究体系 [1~2]，从儿童的视角研究了儿
童户外活动空间的规划布局、平面设计、环境设施等 [3]；同
时也较早地提出反对用标准化和“现成”的方法满足儿童的
游戏活动需要，强调应尊重地方文脉和不同儿童背景 [4~5]；
探讨了游戏空间设计与游戏价值之间的联系 [6]、公园和开放
空间的游乐空间质量评价工具 [7]、户外儿童游戏安全标准体
系设立 [8] 等。国内近 20 年来的研究和实践主要从儿童行为
特点、游戏艺术性、空间趣味性、自然互动性 [9~10] 等方面探
索如何适应新需求；研究对象从以环境为中心转变到以儿童
为中心，再拓展到以儿童为纽带的家庭为中心 [11]；并参考
国外评价标准对城市公园儿童户外游戏空间的游戏价值进行
评价研究 [12]。针对具体的游戏类型包括戏水游戏的研究在
近十年来逐渐呈现。目前，国外对戏水游戏的研究有从使用
者角度，分析城市公园中儿童戏水游戏的时空分布规律、戏
水方式以及家长对儿童戏水游戏的态度 [13]；有从健康效应
角度，发现触摸水比只看水更有益于健康 [14]，水景对儿童
的神经和心理健康有积极影响，包括提升注意力、社交能力，
缓解焦虑、失落情绪等 [15]。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设计和
管理方面，如收费性水上乐园的戏水空间趣味性、场所安全
性和维护管理 [16~17]，而公益性戏水场所则只在儿童公园研
究文献中作为景观设计内容呈现 [18]。总之，儿童户外游戏
场地的设计方法、评价工具等为儿童戏水场地的研究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但国内外戏水游戏研究数量不多，国内对本国
特色的戏水场地关注不足，尤其缺乏从使用者视角开展的针

对国内常见公益性儿童戏水游戏场地设计和管理的评价。 
公园游客满意度评价是从使用者视角对于整次游赏活

动质量的研究，受到游客主观因素和游览地客观因素的影
响 [19]，在探寻特定人群游赏感受、挖掘新兴休闲游憩需求
方面适用性强 [20~21]。国外学者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研究
满意度，发展至今已取得丰富的成果 [22]。20 世纪 90 年代，
满意度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被引入我国，目前对于公园的满
意度研究方法主要有因子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结构
方程模型等 [23~25]。基于以上较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对
于儿童公园、戏水场地的满意度也开始被讨论 [26~27]。

本研究选取了广州市 3 个儿童公园 8 处戏水场地为研究
对象，通过构建游客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
价法和“满意度 - 重要度”分析法，综合测评影响公益性戏
水场地游客满意度的显著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优
化策略，以期为面向儿童的城市公益性戏水场地的设计、管
理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概况

在广州市 13 个儿童专类公园中共有 7 个公园设有戏水
场地。根据可戏水深度和形态特征，将戏水场地分为旱喷式、
情景融入式和浅池浸入式 3 类（图 1）。其中，旱喷式场地
通常于硬质铺装上设置喷水孔、竖立水枪等喷水设施，其是
刚会走路、甚至刚会站立的幼儿在其中也跃跃欲试的游戏空
间；情景融入式场地通常有比较具象的主题，水深一般不超
过 5 cm，儿童可以自由地进行探索性的玩耍；浅池浸入式
场地的水深不超过 30 cm，池中通常有组合滑梯群、各式戏
水设施以及树池、小岛等，儿童可以进行各种趣味性较高甚
至带有刺激性的游戏。
1.2 研究设计
1.2.1 游客满意度评价指标选取

在中国知网以“戏水游戏”“游戏价值”“空间评价”“儿

a. 旱喷式 b. 情景融入式  c. 浅池浸入式

图 1  广州儿童公园的 3 种类型戏水场地
Fig.1 Three types of water playgrounds in children' s parks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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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游戏空间”“游戏场地”“评价体系”组合作为关键词检
索 论 文， 在 ScienceDirect 以“water”“public water 
feature”“children”“open space”组合作为关键词检
索，共得到 165 篇实证研究论文。提取上述文献中被强调或
证明与戏水场地设计和管理相关的要素，并结合广州市湿热
气候条件与现场半结构访谈的情况，最终根据游玩环境、配
套设施及管理服务三大类，选取交通便捷度 [28]、环境舒适
性 [6,12]、场地安全性 [13，29~30]、活动趣味性 [28]4 个场地特征，
以及遮阴设施 [31~32]、休憩设施 [32]、卫生设施 [13]、管理制
度 [17]、监控设施 [33]、现场人员管理 [33]6 个场地要素，共 10
小类指标因子，构建起 3 个层级的指标体系（表 1）。
1.2.2 问卷设计

在内容上，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1）游客的基本信息，
包括家长和小孩的年龄和性别、交通方式、游览频次、活动
方式等；2）对所选场地 3 大类、10 小类指标因子进行重要
度排序和满意度评价。其中，对指标因子的重要度排序将确
定指标权重，满意度评价采用李克特 5 点量法并对选项进行
赋值，即“很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
意”依次赋值 5、4、3、2、1。
1.2.3 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
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
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
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其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
1.3 数据收集过程

首先，在亲子出游需求最旺盛的周末上午 9:00—11:00
或下午 4:00—5:30，至广州市 7 个儿童公园的 14 处戏水场
地进行预调研。依据场地典型性和人群数量，选定了广州市
儿童公园、位于旧城区中心的海珠儿童公园和位于外围城区
中心的南沙儿童公园共 3 个公园内的 8 个场地进行案例分析，
包括广州市儿童公园的旱喷广场（SP）、海洋乐园（SH）、
戏水带（SX）和戏水乐园（SY），海珠区儿童公园的旱喷
广场（HP）、巨人海滩（HJ）和摸鱼池（HM），南沙区
儿童公园的沙滩戏水池（NS）。

第一次正式调研的目的是结合现场情况，进一步确定公
园戏水场地分类，并对根据文献搭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修
正。第二次调研的目的是对典型场地进行满意度评价。第三
次调研的目的是针对初步定量分析的结果，进一步分析影响
满意度评价的因素。

本研究在 3 个公园内共发放重要度和满意度评价问卷
160 份，回收并通过一致性检验的有效样本为广州市儿童
公园 62 份（针对 4 个戏水场地）、海珠区儿童公园 61 份
（针对 3 个戏水场地）、南沙区儿童公园 29 份（针对 1 个
戏水场地），问卷有效率达 95%。在研究过程中，因低龄
儿童对问卷的理解能力有限，以及处于戏水游戏状态的儿童
难以开展纸质问卷或电子问卷调研，本次研究的问卷均由
陪护儿童的家长完成。接受调研的家长主要为儿童的父母
（占 86.18%）；所陪护的男、女童比例分别为 55.92%、

表 1  戏水场地满意度评价体系及指标因子权重
Tab.1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system of water playground  

and weight of indicator factors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评价层因子 权重

戏水游戏场
所满意度

游玩环境 0.441

交通便捷度 0.153

环境舒适性 0.260

场地安全性 0.366

活动趣味性 0.221

配套设施 0.274

遮阴设施 0.310

休憩设施 0.244

卫生设施 0.445

管理服务 0.285

管理制度 0.300

监控设施 0.281

现场人员管理 0.419

44.08%；儿童年龄普遍较小，其中 1~3 岁占 27.63%，4~6
岁占 47.37%，7~9 岁占 23.03%，10~15 岁只占 1.97%。

2 戏水场地的游客满意度评价
2.1 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 获 得 亲 子 出 游 的 真 实 感 受， 本 研 究 参 考 相 关 研
究 [23~25]，在问卷调查中让游客将准则层指标和评价层因子
分别按照对其游览行为的影响从大到小进行排序。每份问卷
中排在最末一位的因素得分为 1，排在倒数二三四位的因素
依次得分为 2、3、4，最后将所有的调查问卷里同个因素所
得分数相加，计算出该因素总得分，再算出该因素在所有因
素总分的占比，即为权重。根据问卷结果计算出准则层和评
价层各个因子的权重（表 1）。
2.2 满意度的模糊评价计算
2.2.1 总体满意度模糊评价

首 先 建 立 评 价 集 V={v1,v2,v3,v4,v5}={ 很 满 意， 满
意，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 }，和游客满意度评价指标集
U={Ui}（i=1，2，3，分别是游玩环境、配套设施、管理服
务 3 个准则层），下一级指标由 Uij 组成。并根据游客满意
度问卷评分汇总，得出指标 Uij 隶属于评价集 V 的人数占总
人数的比值，即 Ri（i=1，2，3）。

其次，确定权重 W，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得出各
项准则层游客满意度的评价矩阵。

第三，根据公式 B=W×R 求模糊综合评价集 B，作出
模糊集总体评判。

最后，去模糊值，即用公式 E=B×H 计算出评价对象
的总体满意度分数 E，式中测量标度 H={ 很满意，满意，
一般，不满意，很不满意 }={5，4，3，2，1}。

本研究中 3 个公园 8 个戏水场地的游客总体满意度如表
2 所示，所选案例的游客满意度平均值为 3.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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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各评价因子满意度模糊评价
计算各个场地的有效问卷中各评价层因子满意度分数的

平均值，即为该场地该评价层因子的满意度得分（表 2）。
为进一步分析 3 类场地的评价层因子特征，采用类似的方法
按场地类别计算各因子的满意度平均值（图 2）。

结合各场地游客总体满意度可以看出，2 个旱喷式场地
的总体满意度和各因子的评价比较相近，在休憩设施和卫生
设施方面有轻微的差异。

广州市儿童公园的海洋乐园（SH）和戏水带（SX）同
属情景融入式，两者的总体满意度差异较大，尤其表现在遮
阴设施、休憩设施和环境舒适性 3 个因子。对照现场情况可
以看到，海洋乐园位置显著、主题特色鲜明，吸引了众多儿童，
但其开敞的中央戏水场地周边缺少休憩和遮阴设施，家长的
爱心对维持孩子的戏水游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戏水带场地
相对封闭、尺度宜人，其植物配置结合了乔木、灌木和草本
植物，以冠大荫浓的乡土树种为主，配合喷泉和可供休息的
错落景石，营造了相对凉爽舒适、促进亲子互动的活动空间。

浅池浸入式戏水场地除南沙区儿童公园沙滩戏水池
（NS）外，总体满意度高，说明建设者和管理者对此类戏
水场地的关键因素预判准确、措施得当，得到使用者的普遍
认可。而 NS 的总体满意度评价在 8 个场地中最低，且管理
服务准则层下的 3 项评价因子的满意度均为同类中最低，反
映出其管理工作亟待改进。
2.3 影响满意度的显著因子

通过 Pearson 相关系数检验各评价因子对游客总体满
意度的影响程度，表达游客对各影响因素的需求度。按单个
场地（表 3）及 3 类场地（表 4）分别计算 10 个影响因子
的 Pearson 相关系数。通常认为相关系数在 0.8~1.0 表示
极强相关，0.6~0.8 表示强相关，0.4~0.6 表示中等程度相关，
0.2~0.4 表示弱相关，0.0~0.2 表示极弱相关或无相关。

综合表 3~4 分析可知，在 8 个场地中，活动趣味性、
遮阴设施均与总体满意度强相关；除 SH 场地，休憩设施也
与总体满意度强相关。对于旱喷式场地，除卫生设施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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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个戏水场地总体满意度及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
Tab.2  The total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and satisfaction factors evaluation of 8 water playgrounds

类型 戏水场地 总体满意度 交通便捷度 环境舒适度 场地安全性 活动趣味性 遮阴设施 休憩设施 卫生设施 管理制度 监控设施 现场人
员管理

旱喷式
SP 3.434 3.935 3.580 3.565 3.548 3.226 4.113 2.710 3.371 3.210 3.435

HP 3.439 4.180 3.590 3.443 3.541 2.574 3.230 3.623 3.607 3.180 3.393

情景融
入式

SH 3.153 4.565 2.710 3.581 3.387 1.855 2.048 2.048 3.258 3.387 4.484

SX 3.589 4.290 3.952 3.742 3.435 4.355 4.097 2.645 3.403 3.177 3.306

浅池浸
入式

SY 3.878 3.242 3.952 3.952 3.758 3.613 4.194 4.597 2.790 3.548 4.452

HJ 3.776 4.377 3.967 3.902 4.000 2.934 3.508 3.902 3.180 3.475 4.180

HM 3.768 4.164 3.984 4.000 3.475 4.148 3.525 3.836 2.574 3.295 4.246

NS 3.140 4.000 3.552 3.690 3.690 2.414 3.069 2.793 2.345 2.241 3.172

图 2  3 类戏水场地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
Fig.2 The satisfaction factors evaluation of 3 types' water 
playgrounds

玩环境和配套设施 2 个准则层的因子均与总体满意度强相
关，尤其在人流量大的 SP 场地，交通便捷度、场地安全性
因子表现出与总体满意度极强相关性。对于情景融入式场地，
环境舒适度和遮阴设施因子均表现出与总体满意度的强相关
性。对于浅池浸入式场地，使用者对卫生设施和监控设施的
关注明显增多，整体呈现出其他两类场地所没有的与总体满
意度的强相关性。
2.4 各指标因子的满意度与重要度分析

以重要度为横坐标、满意度为纵坐标建立二维坐标系，
对各指标因子的满意度 - 重要度进行关联分析。其中，满意
度平均值为 3.522，重要度平均值为表 4 中各指标因子的皮
尔逊相关系数的平均值 0.550。将标准化后的满意度和重要
度在二维坐标轴中进行标记（图 3）。

对 3 类戏水场地的满意度 - 重要度指标因子以“高满
意 - 高重要”“低满意 - 高重要”“高满意 - 低重要”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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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 - 低重要”进行分类。对于“低满意 - 高重要”的指标
因子应予以格外重视，此类因子的改善对提升游客满意度起
到关键作用；对于“低满意 - 低重要”的因子，应采取循序
渐进的方式进行改善；“高满意 - 高重要”的指标因子是该
场地的优势所在，对其应有意识地维护并加强，发挥其引导
性；对于“高满意 - 低重要”的指标因子，应注意维持其满
意度，避免影响整体满意度 [34]。

在 3 类戏水场地中，遮阴设施均为“低满意 - 高重要”
的指标因子，这反映了在广州高温的夏季环境中，即使在
戏水游戏中，亲子家庭仍对户外阴凉环境有强烈需求，而
调研场地中遮阴设施的供给严重不足。如广州市儿童公园

中的 3 个戏水场地的此项因子均与满意度评价极强相关，
但实际场地的热环境较严峻：海洋乐园（SH）由于受地铁
线路的影响，地上部分近 50 m 直径范围内均无大冠幅乔木
或构筑物提供有效遮阴；戏水乐园（SY）的整个空间构成
是在圆形大水池中放置若干组戏水设施，设施的遮阴效果
非常有限。

此外，值得重点关注的因子为旱喷式场地中的场地安全
和活动趣味性，情景融入式场地中的活动趣味性和环境舒适
度，浅池浸入式场地中的监控设施。对此，从不同场地中的
使用人群、使用过程、环境设计及管理方面进行分析：1）
在旱喷式场地中，通常是 1~3 岁的儿童在空旷场地中的垂直

表 3  8 个戏水场地评价因子与总体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Tab.3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index factors and the total satisfaction of 8 water playgrounds

类型 戏水场地 交通便捷度 环境舒适度 场地安全性 活动趣味性 遮阴设施 休憩设施 卫生设施 管理制度 监控设施 现场人员管理

旱喷式
SP 0.982 0.630 0.899 0.723 0.707 0.739 0.500 0.487 0.305 0.870

HP 0.686 0.616 0.700 0.641 0.612 0.666 0.393 0.253 0.453 0.509

情景融
入式

SH 0.586 0.815 0.438 0.624 0.954 0.479 0.300 0.391 0.635 0.732

SX 0.503 0.873 0.688 0.730 0.829 0.845 0.423 0.438 0.171 0.447

浅池浸
入式

SY 0.655 0.577 0.775 0.706 0.869 0.745 0.833 0.522 0.549 0.600

HJ 0.367 0.537 0.295 0.756 0.613 0.624 0.649 0.432 0.740 0.169

HM 0.408 0.540 0.237 0.785 0.624 0.652 0.634 0.431 0.735 0.159

NS 0.560 0.274 0.249 0.738 0.734 0.721 0.726 0.536 0.644 0.829

表 4  3 类戏水场地评价因子与总体满意度的相关分析
Tab.4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index factors and the total satisfaction of 3 types' water playgrounds

类型 交通便捷度 环境舒适度 场地安全性 活动趣味性 遮阴设施 休憩设施 卫生设施 管理制度 监控设施 现场人员管理

旱喷式 0.703 0.617 0.702 0.679 0.617 0.652 0.354 0.313 0.427 0.520

情景融入式 0.550 0.823 0.401 0.673 0.756 0.493 0.378 0.393 0.407 0.539

浅池浸入式 0.462 0.484 0.284 0.711 0.609 0.665 0.678 0.466 0.679 0.452

图 3  3 类戏水场地重要度 - 满意度的指标因子分类
Fig.3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dex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importance- satisfaction in 3 types'  water play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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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柱状喷泉间玩耍，家长在周边坐凳上监护。由现场访谈得
知，家长认为旱喷式场地活动趣味性不足，同时担心场地内
喷泉水压、水柱高度对儿童游玩安全的影响。2）在情景融
入式场地中，通常是 4~6 岁儿童在涌泉和抛物线状喷泉间
嬉戏，家长在一旁或站或坐地进行看护、参与互动。在此场
地中儿童游玩时间长、家长参与度高，因此他们对活动趣味
性和环境舒适度的要求更高。3）在浅池浸入式场地中，园
方通常采用分场次、限时使用的管理方式；7~9 岁的儿童在
池中尽情玩乐，家长在池周边或者游戏区外围等候。因此，
家长对人群高度密集空间中儿童的游戏安全格外关注，希望
通过监控设施加强过程安全管理。

3 结论与讨论
3.1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广州市儿童专类公园戏水场地为对
象，探讨了亲子家庭对 3 类场地 10 项因子的满意度评价，
发现在 8 个场地中活动趣味性、遮阴设施均与总体满意度强
相关，在 3 类戏水场地中遮阴设施均为“低满意 - 高重要”
的指标因子。对于旱喷式场地，场地安全和活动趣味性值得
重点关注，交通便捷度、场地安全性和现场人员管理在人流
量大的场地中表现出与总体满意度的极强相关性；对于情景
融入式场地，活动趣味性和环境舒适度亦需加以重视并改进；
对于浅池浸入式场地，使用者对卫生设施和监控设施的关注
较其他两类场地明显增多，其中监控设施的改善将对游客满
意度提升起关键作用。
3.2 优化策略
3.2.1 总体优化策略

根据分析结果结合现场回访可知，遮阴设施、场地安全
性以及活动趣味性 3 个方面有统一的优化需求。遮阴需求
可通过配置适应性的乔木或构筑物满足。在场地安全方面，
应进一步完善戏水场地及设施的安全使用牌，对包括适用年
龄、身高范围、游乐时容易发生危险的内容或项目等进行警
示 [35]。而在活动趣味性方面，应将自然感知原则融入戏水
场地设计中，增加儿童的视觉、触觉、听觉与场地设计的交
融，运用充分调动人感知体验的景观元素 [36]。
3.2.2 旱喷式戏水场地优化策略

为解决场地的安全问题，旱喷式戏水场地的优化应关
注喷泉的水压、水柱高度，喷洒范围内不应设置园路，地
面铺装应当做好防滑设计 [35]。由于儿童年龄较小，需要家
长紧密监护，戏水场地的尺度应避免过大。为应对夏季高
温炎热的问题，场地整体走向宜以南北朝向为主，在东西
方向增设遮阴设施。为提高活动的趣味性，可丰富旱喷的
形式，除常见的垂直水柱形式外，还可以增加抛物线状的
喷泉、喷雾等形式；也可将喷泉与构筑物相结合，在构筑
物上也设置喷洒设施。考虑到 1~3 岁儿童的人体尺度，构
筑物的高度可考虑设置在 500~1 100 mm，为此群体提供
攀爬、搀扶的支撑条件。

3.2.3 情景融入式戏水场地优化策略
4~6 岁的群体对外界较为敏感、求知欲强，但行动能力

与安全意识较弱。因此，此类空间应避免面积过大及开阔的
场地设计，场地两侧应避免视线的遮挡，以确保家长能及时
观察到活动的儿童。为提高场地趣味性，带状与面状的场地
设计可与水主题相结合，分区设置戏水设施，如喷泉与随机
触发的水互动装置，让儿童可在玩水过程中了解水的流动规
律及压力变化，通过互动游戏了解水文化知识 [37]；通过高
差的变化，形成不同形态的水流，以不同的铺装设计，划分
多样的戏水空间，为儿童提供多元的戏水体验。此外，在带
状的空间中种植乔木或设置遮阳构件，可提高整体环境的舒
适度。在无法增加固定遮阳元素的既有场地中（如本研究中
的 SH 场地），可设置造型遮阳网等活动遮阳设施。
3.2.4 浅池浸入式戏水场地优化策略

使用浅池浸入式戏水场地的儿童群体自主行动的能力较
强，但在池中活动的儿童较多，增加了戏水过程的安全隐患
和管理难度。因此，浅池浸入式水池的优化应在提供多样活
动空间的同时，注意形成有利于管理和有利于提供遮阳条件
的环境。此类场地宜设置为面状与带状结合的形式，或在水
池中增设小岛对空间进行划分，并利用带状空间两侧或池中
小岛种植冠大荫浓的乔木，以提供阴凉的环境。在此基础上
可分区增设监控设备，增派人员进行现场巡查。同时，为保
证游戏过程安全，浸入式水池应做好池底防滑、钝角处理，
布置提示危险的标识，避免儿童活动安全隐患 [35]。
3.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在实地调研中，填写问卷与接
受半结构访谈的群体以家长为主，对儿童群体戏水游戏需求
了解不足；受限于气候带、文化背景等条件，本研究结论对
其他地区的适用性有待验证。因此，期待后续的研究从不同
角度予以验证、完善，以更好地揭示儿童对戏水场地的认知
与需求，为相关设计实践提供借鉴。

注：图片均由作者自绘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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