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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性別平等教育意識之重視，加強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並推

動性別發展機會均等觀念，本次議題以本局辦理臺南市(下稱本市)

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為主題，並以本市首座民眾參與遊戲場

設計規劃之安平區興建港濱歷史公園，及溪北地區第一座共融式遊

戲場之鹽水區公 20 公園特色遊戲場工作坊的兒童參與性別比例進

行分析，經統計兩場工作坊，兒童參與工作坊 68 人中，男女童出

席人數分別為 38人及 30人，分別占出席人數的 55.88%及 44.12%。 

安平區興建港濱歷史公園於工作坊中，針對男女童作品風格與

主題特色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男童較注重重點區域的機關性，營造

調整及刺激性的遊戲空間；女童較注重整體空間的舒適性，營造溫

和且繽紛的遊戲空間。 

鹽水區公 20 公園於工作坊中，針對參與工作坊之兒童家長人

數的性別比例進行統計，結果顯示家長參與工作坊 28 人中，男性

及女性家長分別為 6 人及 22 人，家長人數男女比例分別約為

21.43%及 78.57%。 

本局透過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蒐集主要使用者兒童、

家長及專家學者等想像及建議，以此規劃並創造多元共融式且兼具

特色的遊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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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健全兒童身心發展，我國特制訂《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將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下稱本公約)賦予國內法律之效力，以

落實保障及促進我國兒童權利福祉，並與國際人權制度接軌。 

其中本公約第 2 條，不因兒童之性別不同有所歧視，近年性別

平等教育意識之重視，加強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推動性別發展機會

均等的觀念，破除家庭和社會中性別刻板印象，以建立性別友善的

學習環境；本公約第 12 條及第 13 條，透過提供兒童接收各種資

訊，讓兒童得以參與並發表與自身相關事項的意見，並尊重及納入

其意見之考量；本公約第 31 條，透過適合其年齡之遊戲和娛樂，

提供兒童學習、探索與感知並認識其周圍世界，保障兒童享有休息

及休閒，並從事遊戲與娛樂活動之權利。 

「遊戲場」是兒童日常生活玩樂的重要場所，也是兒童成長發

展過程中重要的學習途徑之一，為維護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衛生

福利部(下稱衛福部)訂定「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規定，

並於民國 110 年 8 月 10 日修正「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第 16 點規定，新設置之兒童遊戲場設施，得由各該場域之兒童遊

戲場設施主管機關，就其規劃與設計諮詢兒童、家長、身心障礙、

兒童發展相關專家及社區人士意見，以符合實際需求。 

在「自己的遊戲場自己做」的構想下，兒童透過參與「特色遊

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表達自己的意見，故本次議題分析以遊戲場

的主要使用者「兒童」及其性別比例為分析對象，透過特色遊戲場

規劃設計工作坊，聽取兒童的聲音，以精進本市特色遊戲場相關規

劃設計，並作為後續政策推動規劃設計及性別平等教育落實議題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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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況描述  

「遊戲場」是兒童日常生活玩樂的重要場所，於場域內探索、

社交與學習，並強化肢體動作、平衡感及運動感知等能力，是兒童

成長發展過程中重要的學習途徑之一，另為維護兒童遊戲場設施安

全，衛福部訂定「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規定，以精進友

善的兒童遊戲環境。 

隨著都市化的腳步，建置安全無虞之合格遊戲場僅符合民眾最

低基本需求，民眾希望跳脫制式化遊具，提供兒童感官統合等成長

的遊憩教育環境，創造多元的遊戲場所，依衛福部於民國 110 年 8

月 10 日修正「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第 16 點規定，新設

置之兒童遊戲場設施，得由各該場域之兒童遊戲場設施主管機關，

就其規劃與設計諮詢兒童、家長、身心障礙、兒童發展相關專家及

社區人士意見，以符合實際需求。 

為營造符合大眾需求及期待的特色遊戲場，於規劃設計作業前，

辦理「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邀請兒童、家長與相關專業領

域的專家學者共同腦力激盪，聆聽不同年齡層及領域的意見，確立

兒童遊戲場整體定位方向，描繪孩子們想像中的遊戲場藍圖。 

本府開闢大型公園並依在地文化特色建置符合時代潮流之特

色公園，目前已分別在本市安平區興建港濱歷史公園特色遊戲場及

鹽水區公 20 公園特色遊戲場辦理工作坊，廣泛蒐集當地居民、民

眾與民意代表意見，藉由工作坊相互交流，研議規劃共融式並富有

在地特色之遊戲場，讓不同年齡層的民眾都能享受遊戲場內友善的

遊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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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市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參與兒童性別統計分析 

本次議題以安平區興建港濱歷史公園及鹽水區公 20 公園之特

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進行分析，安平區興建港濱歷史公園為本

市首座民眾參與遊戲場設計規劃，鹽水區公 20 公園特色遊戲場為

溪北地區第一座共融式特色遊戲場，並以遊戲場的主要使用者「兒

童」及其性別比例為分析對象。 

一、各公園「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兒童參與情形及性別分析 

本局進行安平區興建港濱歷史公園及鹽水區公 20 公園設計規

劃案，各分別於 108 年及 110 年辦理專家學者工作坊及特色遊戲場

規劃設計工作坊，廣泛蒐集各界意見，經統計參加專家學者工作坊

之專家學者及地方人士(不含主辦單位及執行機關)為 48 人，參加

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之兒童為 68 人，如表一所示。 

表一、各場專家學者及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出席情形 

單位：人 

公園名稱 工作坊 辦理日期 統計對象 參與人數 

安平區興建 

港濱歷史 

公園 

專家學者工作

坊 
108年 11月 3日 

專家學者及

地方人士 
20 

特色遊戲場規

劃設計工作坊 

108 年 11 月 23、

24 日 
兒童 40 

鹽水區公 20 

公園 

專家學者工作

坊 
110年 4月 30日 

專家學者及

地方人士 
28 

特色遊戲場規

劃設計工作坊 
110年 4月 17日 兒童 28 

總計 

專家學者及

地方人士 
48 

兒童 68 

註：專家學者工作坊參與人數不含主辦機關及執行單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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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各公園分於 108 年 11 月 23、24 日及 110 年 4 月 17 日辦理

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經統計兒童參與情形 68 人中，男童

參與人數為 38 人，女童則為 30 人，其性比例約為 126.67，由性比

例可觀察到雖男童人數較多但其差距並不大，如表二及圖一所示。 

表二、各公園「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兒童參與情形 

單位：人 

公園名稱 辦理時間 招募對象 組別 
兒童參與人數 

男童 女童 

安平區興建

港濱歷史 

公園 

108 年 11 月 23、24 日 

幼兒組 08:30-12:00、 

國小組 14:30-18:00 

幼兒組及

國小組各

20 人 

幼兒組 14 6 

國小組 10 10 

鹽水區公 20

公園 

110 年 4 月 17 日 

第一場 09:40-12:10、 

第二場 14:00-16:00 

28 人 

幼兒組 7 7 

國小組 7 7 

總計 

幼兒組 21 13 

國小組 17 17 

合計 38 30 

註：幼兒組年齡 4-6 歲；國小組年齡 7-12 歲。 

 

圖一、各公園「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男女童參與比例 

56%44%

男童 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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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平區興建港濱歷史公園-兒童參與行為觀察分析 

安平區興建港濱歷史公園工作坊中，另針對兒童參與行為進行

深入觀察並紀錄，顯示男童較注重重點區域的機關性，透過設計多

變化的機關如高低差及機關式等元素，營造挑戰及刺激性的遊戲空

間；女童較注重整體空間的舒適性，透過柔和靜態的素材，營造溫

和且繽紛的遊戲空間，如表三所示。 

參考吳欣璉在 2020 年針對共融式遊戲場研究訪談結果，男童

較偏好冒險刺激等遊具，且在上肢、下肢及綜合身體運動中展現較

大的活動量；女童則以喜愛靜態的遊戲，且多為身體平衡運動，儘

管性別會影響孩童選擇不同類型的遊具設施或遊戲，透過工作坊蒐

集男女童各自獨特的作品風格與主題特色，讓遊戲場設計更加多元

共融，讓兒童不分性別皆能體驗不同類型的遊戲風格及遊具類型。 

表三、安平區興建港濱歷史公園兒童作品風格與主題特色 

編號 
兒童作品風格與主題特色 

男童 女童 

1 

男生們比較投入在設計一

個重點區域，而且較追求

刺激感，做了一個很高可

以直接溜到水中的滑梯。 

女生們比較注重整體空

間，採用較繽紛的顏色及

軟綿綿的素材做出較舒服

的空間。 

2 

男生的作品中較有變化機

關、移動物品的設計，例如

可開關的門、可以穿梭的

消防車 (車裡還有裝載設

備)等。 

女生的作品較柔和、靜態，

會有蝴蝶、彩虹門、波浪草

皮、休息的房子。 

3 

男生們多具挑戰及刺激

性，如由高處向下滑行的

滑水道、高塔溜索設施、高

處走鋼索及多處攀爬、彈

跳動作等設施，如跳跳球、

塔行攀爬木樁等。 

女生們喜歡將各個所創造

的遊具設施以不同的形式

連結，使其產生可串連性

及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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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男生較專注於營造一個獨

立設施，每一設施間有明

顯之空間分區。 

女生喜歡溫和、細緻、可愛

的東西，有玩有吃有休息

的遊戲空間。 

5 

男孩作品風格及主題特色

為高空穿越、搖擺、快速、

藏匿躲藏神隱再現。 

女孩作品風格及主題特色

為舒適、夢幻及生態海洋

風。 

三、鹽水區公 20 公園-家長參與情形及性別分析 

鹽水區公 20 公園工作坊中，另針對兒童工作坊家長參與人數

的性別比例進行分析，女性家長參與人數 22 人，占全部家長參與

數 79%，男性家長參與人數 6 人，占全部家長參與數 21%，顯見女

性家長在兒童學習過程中仍擔任主要陪伴兒童的角色，如表四及圖

二所示。 

雖然我國多為雙薪家庭，但國內家庭仍多由女性承擔家庭照顧

責任，參考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在牽手做父母-從親職教育課程分析

親職角色性別觀點分析結果，男女家庭地位看似逐漸平等，但男性

可能因為社會期待、工作或經濟等因素，最後還是潛在的受到典型

的性別角色影響，常擔任輔助或支持伴侶等輔助者角色。 

表四、鹽水區公 20 公園工作坊家長參與人數情形 

單位：人 

公園名稱 辦理時間 
家長參與人數 

男性 女性 

鹽水公 20 公園 

110 年 4 月 17 日 

第一場 09:40-12:10、 

第二場 14:00-16:00 

6 22 

合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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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鹽水區公 20 公園工作坊家長參與情形 

肆、結論與建議 

本次針對本市辦理之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以安平區興

建港濱歷史公園及鹽水區公 20 公園兒童參與性別比例進行分析，

整體而言，兒童參與工作坊 68 人中，男女童出席人數分別為 38 人

及 30 人，分別占出席人數的 55.88%及 44.12%。 

雖然男女童參與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的比例相當，但從

鹽水區公 20 公園家長參與人數性別比而言，仍多由女性家長擔任

兒童學習過程中主要陪伴的角色，因此建議在親子教育中，多推動

親子教育無性別之概念，並透過社區宣導等形式，鼓勵男性家長積

極參與。 

另從安平區興建港濱歷史公園的兒童作品風格與主題特色的

分析結果顯示，性別仍影響兒童遊具的選擇及遊戲的類型，因此透

過工作坊蒐集男女童各自獨特的作品風格與主題特色，並設計多元

的共融遊戲場或遊戲場告示圖板等設計，讓兒童不分性別皆能體驗

不同類型的遊戲風格及遊具類型，甚至鼓勵男女童多方體驗各種遊

戲區之目的，例如女童體驗動態攀爬的遊戲類型、男童體驗靜態角

色扮演的遊戲風格等，以破除性別刻板印象。 

21%

79%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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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特色遊戲場施作前，辦理特色遊戲場規劃設計工作坊，

蒐集主要使用者兒童、家長及專家學者等想像及建議，以此規劃並

創造多元共融式的遊戲場，協助孩童在遊戲中發展感覺統合能力，

營造全方位健全發展及友善安全的戶外遊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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