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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内外研究表明，邻里活动空间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近年来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公共空间分

配不均导致儿童体力活动水平逐年下降。为探究邻里活动空间对儿童体力活动的影响，采用IPA（重要性—

满意度表现分析法），以南京市鼓楼区7个邻里小区作为研究对象，调研并分析4～6岁儿童进行体力活动的

情况，探究安全性、可步行性、交通噪音和景观性等感知要素对邻里活动空间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邻里活动空间内部感知要素会直接影响儿童的体力活动水平。因此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为提升儿童体力活

动水平，提出城市邻里活动空间未来规划的重点，为实现城市儿童在邻里空间内从事体力活动的自我需求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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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shown that neighbourhood activity spac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children.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urban public space have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level of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year by year.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neighborhood activity 
space on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ies, it is proposed to adopt IPA (Importance-Satisfaction Performanc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of children aged 4～6 in 7 neighborhood communities in Gulou District, 
Nanjing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Circumstances,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erception factors such as safety, walk ability, 
traffic noise, and landscape on the preference of neighborhood activit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perception 
elements within the neighborhood activity space directly affect the level of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the focus of the future planning of urban 
neighbourhood activity space is put forward,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alizing the self-needs of urban children to 
engage in physical activities in neighbourhood spaces.
Keywords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neighborhood activity space; perception factors

（1.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2.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 210000）
  ( 1.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

儿童体力活动偏好下的邻里活动空间优化设计研究
——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
Research on Optimal Design of Neighborhood Activity Space under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Preference—Taking Gulou District, Nanjing City 
as an Example

自2016年实行二胎政策以来，中国儿童

人口占比大幅上涨 [1]，儿童群体日益成为城市

公共空间规划领域的重点关注人群之一 [2]。国

外对儿童健康影响因子的研究较早，Chena等

学者的研究表明增强户外体力活动不仅是提

升儿童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 [3-5]，同时也帮助

儿童建立使之受益终生的生活方式 [6]。营造良

好的空间环境可以提升邻里活动空间体力活

动数量与质量[7]。Marketta Kytt等国外研究者发

现邻里活动空间中儿童的体力活动水平逐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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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8-11]，儿童体力活动的频率和时长的下降致

使儿童肥胖症、心血管疾病及心理疾病等健

康问题日益增多[12-13]。国内朱玮、何玲玲等提

出邻里活动空间内要素对儿童体力活动强度存

在显著影响[14]。邻里活动空间在城市中作为一

种微观尺度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且作为居民

日常生活活动的重要载体，其空间规划和要

素设计日益受到相关学术领域的关注 [15]。

儿童实现基础的体力活动多是在邻里活

动空间内开展的 [16]，邻里活动空间是城市儿

童重要的活动和交往空间 [17]。因此了解邻里

活动空间环境要素、儿童体力活动水平与健

康之间的关联，探索邻里活动空间规划的要

点，丰富儿童体力活动，进而促成儿童体力

活动和邻里空间中深层次的互动交流，对儿

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理论及方法

邻里空间作为一种反映和承载邻里关系

特有的空间，承载了邻里关系的交互活动 [18]。

儿童是邻里活动空间的重要使用人群之一，

空间使用率较高，对基础设施和要素质量需

求度较高。儿童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群体的陪

伴，相关调查发现他们更喜欢在热闹的环境

中完成体力活动 [19]。儿童在邻里活动空间中

展开运动、认知、交往等活动，这些活动空

间可以看作是儿童人生的第一社会场所，也

是重要的交流活动场地。

本研究基于定量的研究方式，问卷

设计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关于调研对象

的基本信息和体力活动水平，包括活动时

间、时段和类型。参考可供性理论和菲夫

（Fjørtoft）对儿童体力游戏分类的描述 [20]，对

儿童体力活动类型的评价标准分为被动型、

运动型、构建型和�象力型4种，�现场调

研和观��定�被动型有��和学��运

动型包括���闹、����、��、探

�、���和����构建型为����

�象力型包括���和��。问卷�用��

��，�调研对象展�不同类型的儿童体力

活动，进行�好��，分�����，�

出�好特�。

此外，研究���定评价因子�进行

重要性及�意度等�评�，量�儿童对于

邻里活动空间的�受度及邻里活动空间对儿

童体力活动水平的促进��。�国研究者

Woolley[21]对儿童游戏空间设计作出大量学术

研究，�基于游戏价�理论提出了Woolley & 

Lowe�评�具 [22]。参考此�评�具以及在�

�、实地调查��中发现，基于儿童��体

力活动类型�好及邻里活动空间特点出发，

��出IPA分��中一��度的�性���

�、可�行性、交���、�观性。���

下设二��度有�场地空间��、�定��

设施和场地�理���可�行性中二��度

是不同尺度和类型的空间以及地��质��

观性参评要素有��、地�、��、可�水

图1   调研小区的区位基本情况
Fig. 1   Basic situation of the location of the survey of the communi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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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交���中�要是开�空间，

共11个二��度，�成问卷�评�度。��

分�问卷中�居���活动空间内以下�要

素��使用需求，�且�到��的数量�是

多��问题的������受�者对于��

使用�一邻里空间时对其儿童体力活动��

一、二��标重要性及�意度的评价，�个

�度�分��作为��度的�终�分。

2 儿童对邻里活动空间的偏好分析

2.1  研究对象

在��调研��中发现4�6�的学�

�儿童相较于其他年��段的儿童有更多自

���的时间，他们的活动��较大，�

立性较强在邻里活动环境中具有更高的参与

度且其体力活动类型也较为多�，具有�特

的�好性，��儿童的行为特�和认知的�

力，4�6�的儿童更有�于本次研究，因此

本研究��对4�6�的儿童。

�于调查对象的年�较�，对��问卷

的��度和认知度有�，�本研究����

��的方�及生动�象的��，使儿童��

认知与理解调查的内�，同时��问卷��

方�，在受调者的���看�人�陪同下�

�儿童对邻里空间要素的重要性评价��，

以提升问卷调查的准�性和�学性，定量�

���1�7 d开展体力活动的��。

2.2 典型居住区选择

在国内研究中�邻里�空间要素�有明

�的定义，因此�常所�的邻里空间��

的是社� [23]。在调研����中发现，社

�内的不同居��之间流动性不大，居民的

大部分活动�是��在��内部完成，因

此相比于社�作为邻里空间，研究认为居�

��更��表�邻里�，��邻里空间��

定义为居���。����地��索��

��市���������有�儿�5所、

中�学5所，�������段学���的

��作为本次�要的调研��，���户

数和现居人口数量���定出7个居���

分�为������、�象��、����、

����、����、�水��和���

��（�户数�大于1 000户），����基

本分�����1所�。

2.3  4～6岁儿童体力活动类型偏好结果

在2020年4 � 5�的调研��内共发�问

卷260�，����计共�到257�，其中有

�问卷数为252�，本次问卷有�率为0.96。

�理问卷数�，��分�儿童�好的体力活

动类型（�2）。

（1）被动型体力活动强度较�。这类活

动类型的特点是多与儿童���知相关，问

卷��显�4�6�儿童关于这类型的活动占

��数。（2）运动型体力活动的强度较高，

与儿童体力��相关且有助于儿童参与社会

交往，同时��性和�造性较�。本次调研

��显�运动型体力活动受4�6�儿童��

度较高，占�66%。（3）构建型体力活动在

�体中占���，�子、��、��等可�

��可�造�构的�体�有可�被运用到这

种类型的游戏中。（4）4�6�的儿童开�出

现��性、表现性的意�，表现在体力活动

方��要是���和��，��显��象力

型受4�6�儿童��度��。

图2   鼓楼区儿童体力活动类型统计
Fig. 2   Type statistics of physical activity of children in Gulou Distri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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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儿童对邻里活动空间的感知要素

儿童在其�长的�助下对所在邻里��

的�知要素评价包括��评价（重要�度）

和体��实�评价（�意�度），重要度与

�意度之�为�，��≥0，�表明体��

知与��相比是��的���<0，�表明

体��知与��相比是�意的。��实�

调查数�划分构建�象�方��，��知

要素的重要度��和�意度����二�

�标系中，在两者比对中分�邻里活动空间

�进策�。

3.1 感知要素重要性及满意度均值差异分析

调查了����型居��邻里社�活

动空间的4�一��度包括��性、可�行

性、交���、�观性�分�对其包括的11

�二��度进行重要性和�意度的评分，�

�调研���到���内7个��内儿童对

邻里社�环境�知要素重要性及�意度评价

表（表1），�邻里社��知要素��性、可

�行性、�观性、交���4个�度评价而

�，儿童群体对邻里活动空间评价是不�意

的，�要体现在调查的11�二��度中有10

�的�意度评价���于重要性评价��。

其中重要度评价�高的��是场地空间��、

��、�定设施，评价��的��是开�空

间、自���、���11�二��度的�意

度评价�高的��是�定��设施、开�空

间、不同尺度和类型的空间，较为不�意的

��是可�水和�、自���、场地空间�

�。其中场地空间��和可�水和�这两�

二��度的重要性及�意度����较大，

分��到了1.696和1.539，�明儿童��体力

活动的邻里活动空间�为在意的是场地空间

��和可�水和�。

3.2 重要性及满意度多维度对应分析

�计��到��市���儿童对邻里

活动空间�知要素的重要性��为3.208，

与重要性对�的�意度��为2.379，因此

�到重要性�（I�）和�意度�（P�）的

象�交点为 I=3.208，P=2.379。�11个二�

�度的重要性（I�）与�意度（P�）相对

�，��4个象�的对�分�象�中。第�

象�为高需求高�意度�，�为���，�

于此象�的二��度有�定��设施、�

�、地�、地��质�第�象�为高需求�

�意度�，这个象�是重点�进�，此象�

的二��度�要有场地空间��和可�水

和��第�象��表�需求��意度，是

�会�，�����二��度�要有��

�、场地�理��和自����第Ⅳ象�是

�需求高�意度�，这个�域的特点是�持

现状，不宜刻意追求，�于�象�的二�

�度是开�空间和不同尺度和类型的空间，

本次问卷调查的�知要素在�标系中的分�

����3所�。

4 基于 IPA分析的邻里活动空间设计

�� IPA �象�分��，解读评价邻里

空间儿童体力活动相关要素，进一���现

场调研与对比分�探索邻里空间��设计方

�。��邻里活动空间�知要素�意度与重

要度 IPA�构�分�可�，在��市����

��等��的实�调研中，基于儿童体力活

动对现有邻里的�意度普遍��，�要表现

在场地空间是否�����、自���和可

�水和�的数量和分�上以及场地�理��

的清晰严��度上。

当�，我国�对儿童户外活动空间的

相关研究较�，相关�律�规尚未健� [24]。

儿童体力活动空间存在场所缺乏、设施�

一等弊端，不�理的空间规划更有甚者会

造成儿童健康��问题。为给儿童提供更

�质、更��的邻里活动空间，����

现状调研和邻里空间�知要素评价研究�

�，提出具有�对性和可操作性的���

善策�。

表1   邻里社区环境感知要素重要性及满意度评价表
Table 1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neighborhood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一级维度
First-level dimension

二级维度
Secondary
 dimension

重要度均值
Mean value of 

importance

满意度均值
Mean 

satisfaction

均值差异
Mean difference

安全性

场地物理边界 2.874 2.310 0.564

场地空间安全 3.614 1.918 1.696

固定服务设施 3.862 3.106 0.756

可步行性

不同尺度和类型的

空间
3.051 2.682 0.369

地面材质 3.272 2.565 0.707

景观性

植物 3.535 2.443 1.092

地形 3.697 2.345 1.352

座椅 2.78 2.141 0.639

可玩水和沙 3.398 1.859 1.539

自然材料 2.456 1.839 0.617

交通噪音 开放空间 2.752 2.961 -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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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邻里活动空间整体规划

4.1.1 边界规划

邻里活动空间中可供儿童��体力活

动的空间�有明�的��，由分���可

知，��对儿童体力活动重要度�2.87，�

长更为重�孩子活动空间是否可以保障��

等问题，重要�度较高，但现状�意度仅

为2.31，存在一定的��。因此，邻里活动

空间中儿童体力活动空间在�址上需要进一

�提升，�尽量远离交�要道以�保交��

�，�要求�理的可�性距离，尽可��保

儿童在��活动时是��的，活动空间是可

靠的。活动空间的�理��可以是�栏，其

竖�栏杆间隔�于9 cm以防止儿童的�部卡

在栏杆之间 [25]�也可以����搭配很好地

��活动空间，且可以提高�觉享受，丰富

儿童的自�体�之�。

4.1.2 分区规划

邻里活动空间由于�积受��，��分

���可知场地空间��、�定��设施等要

素的重要度�在3.0以上，且�意度与重要度

相�较大，空间��要素更是�到了1.69，由

此可见在邻里空间的规划中，要强�空间��

意�和空间开�意�。当�空间�局分�较为

简�，一般�按照年�划分为�儿活动�和

学�儿童体力活动�两种，二者之间空间分隔

�不明�，但在空间分�上，出于��性考

虑，���儿活动��排在更远离道�的�

置。�儿活动�一般与�长看��和婴儿车停

��设计在同一�域内，在�足�儿��的同

时，也便于�长等看�人�的陪伴与休息。

4.2  邻里活动空间景观要素设计

4.2.1 地形设计

富有变�的地�不仅��丰富空间�

受，而且��引导儿童进行多��活动，地

�处于高需求、高�意度的 IPA�构分�中，

其重要性较高，因此在邻里活动空间设计时，

�在原有场地地�基础上，���善、��

和设计场地竖�手段�造多��的地�。原

有地��一平坦时可借助构筑�、��、建

筑�等�素丰富竖�上的层次�。

4.2.2 设施设计

活动设施是儿童体力活动直�互动对

象，在 IPA�构�中其需求度是所有要素中�

高的，我国《居��环境�观设计导�》中

增加了8种儿童游戏设施（包括��、�梯、

��、�登架等）在尺寸和设计�装方�的

描述，《城市绿地设计规�》中�对儿童体

力活动环境中的��种�和游戏设施等方�

要求具备一定��性。4�6�的儿童在体力

活动类型的调查��中显�出了明显的类型

�好，���运动型活动，这�要求提高多

种游憩器械。可供儿童开展体力活动的空间

�在�足��的�提下，尽可�设置游�器

械，例���、�梯、�登架等。此外活动

空间中还�适当添加��的数量，为看�的

�长提供休息。

4.2.3 自然景观设计

邻里活动空间中可供儿童体力活动的

空间设计�尽量做到使儿童��更多�触

自�的�会，注重营造丰富的�观�觉�

受，可充分�用自���设计良好的活动

平台。对于儿童而��喜�的是可�的水和

�这两种自���，��的设置有�于儿

童�象力的�成，而人本身�具有亲水性，

场地中�用水池可适当延长儿童体力活动的

时间。此外昆虫和��给人以高度自��

的�知，邻里活动空间高度自���尊重

��自身的生态习性及其生长��中对��

环境因子的需求 [26]，为儿童提供一个更为舒

3

图3   影响儿童体力活动的邻里活动空间感知要素满意度与重要度IPA结构图
Fig. 3   Satisfaction and important IPA structure of neighborhood activity space impact events in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儿童体力活动偏好下的邻里活动空间优化设计研究——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     林    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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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活动场所，�观的特殊性�在于可以缓

解人们疲劳和调��绪，对儿童而�对自�

的需求�度更高。

5 结语

本研究�用 IPA重要性��意度表现分

��分�儿童对邻里活动空间的�好，�儿

童角度出发，其��可以证明，4�6�儿童

对体力活动类型的�好显著，因而对活动空

间的��性及�观性要求很高。此外，本次

研究�存在局�性，可�存在�型�知要

素不充足、不��，数�来源不�客观等问

题，在��进一�的研究中，可适当增加多

组基于不同规�和不同�式的居���本用

于�试，进行更加��及客观的研究。基于

儿童体力活动的邻里认知研究具有�瞻性和

引导性，对相关研究者和实践者有所启�，

使邻里活动空间多��发展，�而可以使孩

子快乐健康成长，为邻里活动空间的多��

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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