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園與遊戲實踐之參與式觀察

在都市中打造孩子的遊樂園：

報告人：陳鈺憲、呂姝嫻



目錄/content

組織＆特色公園分析1 執行面上的難題2
心得分享3



特公盟組織與動員方式

組織

推廣

動員

由地方家長組成，其中以女性居多，

主要參與規劃與執行部分；男性則

是參與執行

組織成員

推廣兒童遊戲權，主要分為

特色公園與街道遊戲兩個部分

主要訴求透過FB社團「還我特色公園」

擴大同溫層，以區域性動員參與

活動

動員方式



特色遊戲場分析

公園主題結合當地特色

ex.建成公園融入赤峰街

打鐵意象

結合當地特色

遊具增添挑戰性、豐富性、共融性

遊具改造

注重與自然環境的結合

（自然材質遊具、鬆散素

材鋪面）

結合自然環境

透過參與式工作坊觀察、轉譯、

實踐孩子的意見

孩子參與設計遊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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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公盟執行層面的難題

特公盟與政府之間雙方的認知差距

導致對於公園改造的想像不同

社區住戶的意見會左右公部門的抉擇

而影響特公盟對於特定議題的推動

和公部門的協商 住戶間的不諒解



現代親職教養模式的問題

加重親職的負擔，而通常都是由母職

承擔育兒的責任

無法遵從這一教養模式的家庭，可能

會被冠上不稱職的親職



後續發展建議

讓父親持續投入家庭的親職教養

讓男性也主動的參與特公盟改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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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