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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海洋文化传播的儿童游乐设施设计

汪沙娜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 541004

摘要：为解决目前我国儿童海洋文化教育意识薄弱的现状，通过对儿童海洋文化教育现状及儿童对游乐设施心理特征的分析，

探索海洋文化元素在儿童具体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有效地提高海洋文化元素的传播。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行为与情景导向为

设计的海洋文化元素提取方法。通过对渔民耕海劳作的用户行为分析和对渔民出海行为的情景展示，提取相关海洋元素。以

儿童游乐设施为例，分析其儿童游乐设施的用户行为和情景需求地图，结合提取的元素展开实例设计。将该方法提取的海洋

文化元素应用于儿童游乐设施中，为海洋文化元素的传播方式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从小培养儿童了解海洋知识，有效地实现

海洋文化元素的传播，有利于提升我国国民的海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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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hildrens Amusement Facilities Based on Ocean
Culture Communication
WANG Shana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  s weak awareness of marine culture edu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arine cultural element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marine cultur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children  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musement facil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marine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specific product design is explored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marine cultural elements. An extraction method of marine cultural elements based on user behavior and

scenario-based design is proposed. By analyzing the user behavior of fishermen working in the sea, the relevant ocean elements are

extracted from the display of fishermens behaviors at sea. Finally, taking childrens play facilities as an example, the user behavior

and situational demand map of the childrens amusement facilities are analyzed to carry out example design based on the extracted

elements. The Marine cultural elements extracted by this method are applied to childrens amusement facilitie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propagation of Marine cultural elements. Through children s recreation facilities, children s understanding of

marine cultural elements is enhanced. We should cultivate children s knowledge of the sea from childhood, effectively realize he

communication of marine cultural elements, promote Chinese citizens awareness of the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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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海洋

产业的建设，不断加大力度推进海洋事业的发展。我

国也确定了建设海洋强国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战略性目标。海洋事业的发展不仅关乎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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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民族的兴衰，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

地位和经济实力。要想提升海洋的战略性地位，必须

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然而如何提高国民的海洋意识

已成为众多国家发展海洋强国的战略性选择[1]。在我

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海洋强国建设的宏观背景

下，如何有效地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产业已

成为新时代下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

题之一[2]。当前我国海洋意识较为薄弱，尤其对海洋

文化的教育尤为突出。

一、海洋文化发展及儿童海洋文化教育现状

（一）海洋文化发展

海洋文化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是人类在开发利

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

果，像认识、观念、意识，由此生成的语言文学艺术、经

济结构、生活方式等形态[3]。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

类与海洋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4]。有研究学者将

海洋文化界定为作为社会个体的现实主体，在进行与

海有关的认识、了解及社会实践等活动基础上，在基本

物质需求得到一定满足的情况下，为了追求更加高级、

更加完满的精神自由而生成的“文”来化“物”的过程和

结果[5]。

海洋文化产业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的重要构成，是我国海洋强国和文化

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是特色文化产业的主要体现形

式 [6]。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家对海洋文化的高度重

视，近年来海洋文化产业不断扩大，沿海地区出现有海

洋文化民俗业、海洋工艺品业、海洋艺术业、滨海休闲

旅游业、滨海健康养生业等海洋文化产业。海洋文化

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高速发展，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

活水平，海洋文化活动已成为人们生活的新时尚和新

追求。随着海洋文化产业的兴起，海洋文化传承的途

径越来越备受研究学者的关注。

（二）儿童海洋文化教育现状

近年来，我国提出海洋文化、海洋强国的理念。海

洋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

文化的维度来推进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一个重要

的内容就要有效地推进我国海洋文化的有效传播。海

洋教育是海洋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也是海洋强国战

略的一部分，兴海强国，必先强教。海洋教育应从儿童

抓起。加强儿童对海洋的认知，激发儿童保护海洋的

欲望。儿童的海洋意识状况和海洋素质状况决定着海

洋强国战略的后续力量。

目前儿童所接触到的海洋文化教育大部分是通过

课堂教育、海洋馆参观、海滩玩具及游乐设施等途径获

取。其中，课堂教育多数是照本宣科以教为主，教学效

果不够理想；而海洋馆参观是以观看为主，缺乏孩子的

参与性教育；海滩玩具和游乐设施大多数是与普通的

游乐设施一样，没有海洋主题的针对性教育。海洋教

育较为薄弱，海洋教育起步较晚，海洋人才匮乏且后劲

不足，针对海洋文化的主题性教育甚是薄弱。

二、儿童的心理特征及游乐设施的重要性

我国儿童心理阶段可划分为：乳儿期（从出生到满

1岁）、婴儿期、学龄前期、学龄初期、少年期或学龄期、

青年初期或学龄晚期[7]。从生物学角度分析，3~6岁的

儿童大脑发育程度已达 80%，在这期间儿童大脑等身

体器官发育快，脑功能和结构趋向成熟，是开发儿童未

来发展所需能力、培养性格和习惯养成的关键期。同

时，这个时期儿童已初步掌握基本的口语使用以及跑、

跳和投掷等肢体动作，自我意识逐渐产生，对周围生活

环境充满好奇。由于该时期的儿童肢体比较容易控制

和协调，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记忆能力，他们每天接触

最多的是玩具[8]，所以是快速塑造儿童培养兴趣的重

要阶段。

玩具和游乐设施在儿童心目中占有不可估量的地

位，这与成人的兴趣点还是存在一定差异性的。大部

分成人只有空闲时才运用游乐、游戏来消遣时间，而儿

童的学习和生活中离不开玩具和游戏。当成年人出现

惧怕、愤怒等负面情绪时，能够及时独立地调整自己的

情绪和心理，而儿童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且反应激烈，

不能自主地排遣负面情绪，有时这种情绪甚至会影响

到正常活动。儿童在应对事物的时候，多半是游戏性

的思维。儿童心理、注意力易被感兴趣的事物所牵引，

玩具、游乐设施能够吸引其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又是排

解负面情绪的好方法。儿童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避不

开玩具和游戏，而游乐设施中集合了玩具和游戏。因

此，游乐设施在儿童心中的位置更是不可估量的。通

过摆弄玩具和操作游乐设施，不断启发儿童自我思考

与探索，促进孩子感知觉、创造力与思维能力的发展，

同时培养其关注海洋文化和热爱海洋文化意识。

三、海洋文化元素提取策略

通过对海洋文化资料进行收集，运用基于用户行

为与情景导向的设计方法对海洋文化进行元素分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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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下海洋生物为

例），并实现文化元素的提取。首先，收集相关的海洋

文化资料。其次，运用基于用户行为的方法分析耕海

劳作活动中的渔民用户行为，并对对应的海产品进行

元素提取；同时，通过基于情景设计方法对渔民出海方

式进行相关元素提取。再次，结合行为动作、产品形态

特征及颜色等元素进行文化元素的筛选。最后，应用

于儿童的游乐设施中。其中海洋文化元素提取策略流

程见图1。

（一）基于用户行为与情景导向的海洋文化元素提取

1. 基于用户行为的海洋文化元素提取

设计元素的提取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多种元素

的提取，另一种是针对单一元素的提取[9]。因此，该部

分可以通过海洋活动方式及海产品进行元素提取。通

过渔民耕海劳作的种类进行相关资料收集，并提取部

分代表的耕海劳作活动方式，根据渔民的活动行为提

取对应的活动元素，同时对其耕海产品的海洋生物元

素进行筛选，包括造型形态和特征颜色提取，提取元素

见表1。

2. 基于情景导向的海洋文化元素提取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用户行为研究不仅要关注用

户对产品的获取行为，还要分析用户在产品的使用过

程中所产生的情景感受[10]。在对海洋文化产品设计过

程中，应尽可能将使用者身心融入情景中，更好实现用

户操作体验性和文化体验性。因此，在情景导向视角

下将如何提取海洋文化相应元素是值得研究的。可以

通过对出海方式所产生具有代表性的情景进行提炼，

结合出海的一系列行为和感受，可进行从“开船出海—

桅杆攀爬—遇海浪船摇晃—船停泊”等出海整个一系

列行为所对应的情景展示，其中提取对应的相关元素

见表2。

（二）基于海洋生物的元素提取

以“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下的海域海洋

生物为例，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下

海域的分析（东海—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

并提取每个海域中海生物种类的部分代表，同时对其

造型元素进行筛选，包括造型形态和特征颜色提取，其

中提取元素见表3。

四、基于海洋文化传播的儿童游乐设施设计思路

通过对海洋文化提取的相关元素合理设计儿童游

乐设施，使游乐设施尽可能多地传播耕海劳作行为以

及耕海劳作海洋生物的知识，让儿童尽可能快速掌握

海洋文化知识。针对用户行为在每个对应的设施中所

产生的用户行为和情景需求分析，结合该段时间儿童

的培养目标为输出要求，设计针对海洋文化元素的儿

童游乐设施。其中游乐设施设计通过行为、关键动作、

主要文化元素提取来源、情景反应、儿童教育点等因素

展开设计，设计出对应的儿童游乐设施的用户行为和

情景需求地图，见图2。

图1 海洋文化元素提取框架

表1 海洋耕海劳作相关元素提取

活动方式

挖牡蛎

挖蛏子

挖蛤蜊

耕海捕螺

推小虾

泥涂舟

拾泥螺

抓螃蟹

活动元素提取

挖、抓、拿、敲

挖、抓、拿

挖、抓、拿

推、抓、拉、撒、扔

推

推

拾、捡

抓、拿、捏

造型元素筛选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表2 出海方式关键元素提取

出海方式

出海渔船、钓鱼艇

出海渔船（中大型）

出海渔船（小型）

出海渔船、钓鱼艇

关键元素对象

方向盘

拉渔网

整体摇晃

船锚

行为元素提取

抓、打转、握

抓、撒、爬

抓、站、蹲

抓、拉、扔、跳

（停泊时）

情景展示

渔民出海操纵船方向的行为

在船舶上拉鱼网摇晃

船遇风浪时会摇晃，使人重心不稳定

渔民停泊船需放船锚，船锚起到固定

稳定船的作用

锻炼儿童

体验操作渔船方向行为

体验渔夫打捞材料、锻炼孩子胆量

体验船时摇摆的情景，锻炼孩子在摇摆中的稳定性

体验上下夹板时跳的行为，锻炼孩子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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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设施是通过对“一带一路”所经过的海域进行

创新设计的。将提取的不同海域元素作为游乐设计的

每一个游乐环节，分析每个海域游乐环节的儿童行为，

并提取该用户行为所对应的关键动作，针对前面分析

的海洋文化元素筛选文化元素并设置出对应的情景反

应。同时，增加各个海域之间的连接部分，使该环节体

现出出海和打捞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从而在每个环

节中能很好地对海洋文化元素进行传播。通过对渔民

平时耕海劳作活动中用户行为、耕海打捞产品种类、出

海方式以及耕海情景和出海场景分析并综合应用于游

乐设施设计，很好地实现了海洋文化在儿童时期的教

育传播，快速及形象地帮助儿童认识和了解海洋元素。

五、海洋文化元素在儿童游乐设施开发中的设

计与应用

（一）海耕劳作元素设计实例

通过对渔民耕海劳作行为及耕海产品种类的元素

提取并筛选元素，运用元素对儿童沙滩类玩具进行设

计研究。其中部分产品是通过提取造型元素和颜色进

行设计（如牡蛎、蛏子、蛤蜊、海螺、小虾等），部分产品

是通过渔民使用行为进行元素提取进行设计（如推小

虾、泥涂舟），具体设计见表4。

（二）海洋生物元素设计实例

通过对“一带一路”经过海域“东海—南海—印度

洋—红海—地中海”进行“海上丝绸之路”部分代表海

产品进行元素提取并筛选元素，最后运用造型元素对

儿童沙滩类玩具进行设计研究，具体设计见表5。

（三）整个游乐设施设计

1. 出海方式及情景展示设计

渔民出海方式是海洋文化必不或缺的一部分，提

取出海方式相关元素设计应用于搭建每个海域之间的

链接游玩环节，从而添加了海域上出海航行方式的情

景体验模式，更生动形象地为提供儿童一个身临其境

表3 “一带一路”海域代表鱼类元素提取

各个海域

代表鱼类

东海

南海

印度洋

红海

地中海

种类提取

红大马哈鱼、鲳鱼、大黄鱼

马面鲀、红鱼、飞鱼

刺鲅、比目鱼、鲭鱼、长吻鱼

泰坦扳机鱼、拿破仑鱼、蓝点鳐、

小丑鱼

沙丁鱼、鳀鱼、狐鲣、石斑鱼、海

鲈、大凌鲆

造型元素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造型形态、颜色提取

图2 儿童游乐设施的用户行为和情景需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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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海情景，让儿童很好地理解渔民出海时各种行为

活动以及环境，从而更好地传播海洋文化中的渔民出

海文化。出海方式关键元素提取见表 6，可对应设施

设计见图4。

2. 整体设施设计

整个儿童游乐设施设计见图 3，将海洋文化元素

通过设施、玩具、整体结构很好地展示出来。其中，通

过对海洋文化中的耕海劳作方式、耕海种洋形式设计

出对应的沙滩玩具，将该类玩具应用于每个海域馆中，

海域馆中间凹槽部分可以作为水域形式或是沙滩形

式,提供游玩；通过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东海—南

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各个海域海洋生物的元

素提取来设计沙滩玩具，并限制该海域玩具只能应用

于对应的海域游玩空间；同时，通过对海洋文化元素中

的出海行为方式设计出对应的各个海域之间的连接关

系，增强儿童对渔民出海的情景体验。

图 3中，每个海域游乐设施都有相对应海域代表

鱼类元素设计的沙滩玩具，在各个海域游乐设施游玩

时都可以通过抓、捞、挖、拿、扔等关键动作行为实现体

验渔民在海耕打捞时的各种场景。儿童游玩时可以从

东海出发，从东海到南海海域需要经过船舵转向盘环

节，儿童可以通过抓、打转、握等用户行为体验到渔民

出海操纵船方向时的情景。从南海到印度洋之间的游

乐活动为尼龙爬爬带，主要锻炼孩子爬、抓、拉等行为，

让其体验渔民在船舶上拉渔网时摇晃的场景。从印度

表4 耕海元素对应设计实例

名称及图示

蛎：

海螺：

泥涂舟：

螃蟹：

名称及图示

蛏子：

蛤蜊：

推小虾：

泥螺：

表5 各海域代表鱼类元素设计实例

种类元素提取

东海：红大马哈鱼、鲳鱼、大黄鱼

南海：马面鲀、红鱼、飞鱼

印度洋：刺鲅、比目鱼、鲭鱼、长吻

鱼

红海：泰坦扳机鱼、拿破仑鱼、蓝

点鳐、小丑鱼

地中海：沙丁鱼、鳀鱼、狐鲣、鲆鲽

鳎鱼、石斑鱼、海鲈、大凌鲆

设计实例（沙滩玩具）

表6 出海方式关键元素提取

出海方式

出海渔船、钓鱼艇

出海渔船（中大型）

出海渔船（小型）

出海渔船、钓鱼艇

关键元素对象

方向盘

拉渔网

整体摇晃

船锚

行为元素提取

抓、打转、握

抓、拉、爬

抓、站、蹲

抓、拉、扔、跳（停泊时）

情景展示

渔民出海操纵船方向的行为

在船舶上拉渔网摇晃

船遇风浪时会摇晃，使人重心不稳定

渔民停泊船时需放船锚，船锚起到固定稳定船的作用

可对应设施

船舵旋转盘

尼龙爬爬带

过鱼桥

定点跳台

图3 儿童游乐设施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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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到红海之间的游乐设施为过鱼桥，主要通过儿童的

抓、站、蹲等行为来体验渔民乘船时乘风破浪环境下船

舶摇摆时的场景。从红海到地中海之间的游乐设施为

定点跳台，该环节通过跳、抓等动作行为来体验船舶停

泊时跳下夹板的场景。

该游乐设施设计在需要满足儿童体能锻炼的同时

要提高其作为产品的功能性、创新性、教育性等方面，

从而满足时代的发展需求，帮助孩子更加生动、形象地

了解大海，关注大海，培养儿童海洋意识，加强海洋文

化的传播。

六、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海洋文化元素进行分析，将其与儿

童游乐设施相结合并再设计，解决了传统游乐设施的

单一形象和缺乏主题趣味性的问题。在提供儿童游玩

的同时，在儿童游乐场景和玩具设计中都添加海洋文

化元素的设计，实现海洋文化元素的传播。基于海洋

文化元素的传播实现了“一切教育都应该从娃娃抓

起”，使孩子从小关心和了解海洋，有助于其形成稳定

的海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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