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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主题导向下的体验式商业空间设计研究
张馨雨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南昌，330000；

摘要：本研究针对儿童教育主题体验式商业空间存在的业态单一、建筑形式刻板及教育理念空泛等问题，提出

系统性设计原则与策略。综合运用文献综述、问卷调查及案例分析等方法，结合多学科视角，构建以儿童为中

心的设计框架。确立优化业态布局、多元化空间设计及便捷空间识别系统等原则，推动教育与商业融合，提升

空间品质与学习体验，响应国家政策，满足家庭需求。研究为相关设计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助力商业空

间可持续发展与儿童教育事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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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1 研究目的

当前，体验式消费逐渐成为新趋势，儿童教育也愈

发受到重视。然而，现有的儿童商业空间在发展过程中

暴露出诸多问题：业态和模式单一，创新性不足；建筑

和造型缺乏童趣，吸引力欠缺；教培服务理念空泛，教

育元素融入不够，难以满足家庭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

本研究旨在构建儿童教育主题导向的体验式商业

空间设计原则与策略。通过科学调研，明确商业定位，

优化空间布局，设计多元、便捷的空间识别系统，以提

升空间品质，增强儿童体验感与教育效果，推动商业空

间良性发展，助力儿童全面成长。

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关于儿童教育主题导向下的体验式商业空间设计

的研究，我国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知识，才处于刚刚起步

的阶段。但是，由于我国儿童的基数庞大，对于体验式

商业空间、儿童主题教育的消费需求，处于一个快速发

展不断递增的态势。本研究以儿童主题元素的选择和布

局角度出发，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出商业空间的设计原则

和策略，为今后儿童教育主题的体验式商业空间设计提

供参考。

（2）实践意义

体验空间不再单纯是一个消费平台，更是一个提高

消费者体验度的平台，由普通的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成为文化体验、情感体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商业空间

运作模式。当下科技突飞猛进，体验空间逐步变成人们

平衡生理、心理的重要场所，其市场前景广阔。

2 儿童商业空间现存问题

根据实地调查等方式研究发现，当前儿童商业空间

面临多重挑战，主要体现在业态与模式单一化、建筑与

造型刻板化以及教培服务理念空泛化的问题。

2.1 业态与模式单一化问题

当前儿童商业空间的业态和商业模式呈现单一化

趋势。在业态方面，多集中于传统儿童游乐设施、零售

店铺及基础教培机构的简单组合。例如，常见的海洋球

池、滑梯等游乐设施缺乏创新性，零售店铺商品同质化

严重，难以满足家庭多样化需求。在商业模式上，多数

依赖门票收入和商品销售，未能有效利用体验式、互动

式消费模式。部分儿童商业场所仅将游乐设施与零售店

铺机械罗列，未形成有机整体，导致消费体验缺乏深度

与丰富度，进而削弱了商业空间的竞争力和消费者的体

验感。

2.2 建筑与造型刻板化问题

部分儿童商业空间在建筑外观和内部造型设计上

存在刻板化现象。其设计常采用方正造型或模仿其他商

业建筑，缺乏创意和主题性，忽视了儿童的审美和心理

需求。外立面颜色单调，内部空间设计缺乏趣味性和灵

动性，走廊和大厅布局生硬，缺乏创意曲线和弧线元素。

装饰简单，缺乏立体感和互动性，天花板设计普通，未

能通过独特造型营造出奇幻感的空间效果。这种设计难

以吸引儿童停留和探索，影响了商业空间整体氛围营造，

难以给儿童和家长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2.3 教培服务理念空泛化问题

部分儿童教育主题商业空间在教培服务上未能跟

上现代教育理念，仅将传统课程内容照搬到商业空间，

缺乏针对儿童特点的优化和创新。课程设置仍以知识灌

输为主，缺少互动性和趣味性，未能实现教育与商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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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有机融合。此外，教育服务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

提供的课程零散，未能构建起完整的教育体系，无法根

据儿童的学习进度和个体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指

导，难以满足儿童长期、全面发展的教育需求，导致家

长和儿童对商业空间的教育价值认可度不高。

针对这些问题，儿童商业空间的设计和运营需进行

创新和改进，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升竞争力，增

强消费者体验，实现教育与商业的有机结合，促进儿童

全面发展。

3 案例分析：绿城新天地·欢乐颂儿童主题商

场

3.1 项目概况

绿城新天地·欢乐颂儿童主题商场坐落于山东莱

阳，旨在打造一个以儿童教育为核心的乐园式商业空间。

商场围绕“欢乐颂”主题，通过创新设计，营造一个童

话般的沉浸式体验环境，满足家庭的游乐与购物需求，

延长顾客停留时间，为不同年龄段的顾客提供独特的游

购体验。

3.2 设计亮点剖析

（1）空间布局方面

设计中秉持“曲线属于上帝”的理念，大量运用曲

线元素，营造出灵动的氛围。主入口中庭采用罗马柱和

穹顶设计，搭配马卡龙色彩，创造出既温馨又具有现代

感的空间。商场内设有“糖果”般的休息区，为顾客提

供舒适的休息空间，同时成为观赏点，增强家庭互动。

（2）色彩运用方面

整体设计采用轻快的卡通风格，通过色彩搭配和活

泼的色块，为不同区域带来缤纷的视觉体验。色彩不仅

满足视觉享受，还起到情绪调节作用，构建出梦幻般的

童话国度氛围。

（3）造型设计方面

设计打破传统平面形态的限制，融入城堡、潜艇、

星球等童趣元素，激发儿童的探索欲和好奇心，使商场

成为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童话世界。

3.3 实施效果评估

绿城新天地·欢乐颂儿童主题商场自开业以来，运

营效果显著。独特的设计和丰富的体验空间吸引了大量

家庭，尤其是儿童及其家长，客流量显著提升。孩子们

在充满趣味的童话王国中游玩，接触具有教育意义的元

素，家长们也对商场提供的亲子互动场所表示认可，增

进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交流。商场的开业还带动了周边

餐饮、零售等相关业态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商业生态

环境，提升了区域的商业活力和吸引力，为莱阳的文旅

游购发展注入新动力，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儿童主题商业

空间典范。

4 儿童教育主题导向下的商业空间设计可行性

研究

4.1 项目定位

本项目定位为全家庭共享教育品牌，旨在打造以儿

童教育为主题的全新生活场景。商业空间具有教育、互

联网和学习三大属性，以儿童教育为根基，以共享为契

机，打造定制化、便捷化、样板化的“互联网+”运营

模式，挖掘儿童艺术潜能，培育艺术修养，打造未来艺

术新星。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和场景化的

教育场景，打造学生社交和家长社交平台，并配备一站

式教育培训配套服务。

4.2 造型空间的设计运用

在空间造型设计中，本研究借鉴了新造型主义先驱

艺术家蒙德里安的《红黄蓝》作品的灵感。通过运用独

特的线条与结构，实现了各设计要素间的微妙平衡。空

间造型以小方块拼接组合为基础，利用形状的呈现与色

彩的运用，巧妙地将空间分隔开来，旨在鼓励儿童感受

不同空间的艺术魅力。几何体被用作空间分割的主要元

素，在墙体、门洞的设计中巧妙融入圆弧曲线，不仅增

加了空间的安全性与趣味性，还为儿童在走廊间的自由

穿梭提供了可能，使得内部学习空间更加灵动有趣。此

外，圆弧曲线的运用也使得整个空间呈现出柔和舒适的

氛围。不同形状和线条的组合不仅激发了儿童的探索欲

望，还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想象力，为儿童营

造出了一个明快活泼、充满童趣且富有艺术韵味的成长

空间。

4.3 色彩配置的设计运用

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面运用黄、绿、蓝作

为主要装饰色彩，并将亮黄色作为整个空间色彩的主色

调，使颜色关系协调统一，以达到色彩丰富、画面统一

的视觉效果。儿童对于色彩也尤为敏感，喜欢明快的颜

色。墙体以亮色为主线，再适当运用纯洁的白色作为衬

色，使得空间颜色和谐统一。为了让儿童更加贴近大自

然，也多采用与自然息息相关的颜色作为配色，如嫩绿

的草地、粉红的花朵、淡蓝的天空、金黄的太阳等。在

色彩的运用上即有激发了儿童的兴奋度的黄色、绿色，

也有能使儿童安静下来的蓝色和紫色，运用颜色的暗示

功能调动孩子们的情绪和心理感受。



当代教育与艺术 Anmai/安麦 2025年 1卷 2期

76

4.4 装饰材料的设计运用

对于材料的选用考虑到孩子的安全性和健康性，在

选材中多采用环保材料如木制、砂石、布料等；为了防

止儿童在玩乐中的磕碰伤害，以及因为后期装修产生的

甲醛等空气污染，墙体大多使用软包和 PVC胶板，地面

采用防滑的铺装，以及较少使用坚硬的石材和铁质家具。

地面以及配置主要使用木制材料，用自然的材质和温暖

的木色营造出自然宜人的美好氛围，让孩子们贴近自然，

主动地去探索和发现自然

4.5 跨学科融合策略

在儿童教育主题导向的商业空间设计中，跨学科融

合策略至关重要。该策略结合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和

建筑学等学科，打破了传统设计局限，拓宽了设计思路，

以满足儿童全面发展的需求，并兼具科学性、教育性和

趣味性。

教育学指导我们根据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和学习

特点规划空间功能。例如，为低龄儿童设置色彩和形状

识别区，为大龄儿童设计科学实验区和创意工坊，以满

足他们在知识拓展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需求。心理学的融

入帮助设计师把握儿童的心理特征和行为习惯。设计上

避免复杂、昏暗或尖锐边角的区域，确保空间开阔明亮、

设施圆润安全，同时运用创意造型和多样化色彩激发儿

童的探索欲。美学提升空间的整体吸引力。借鉴美学原

理，从色彩搭配到材质选择，精心雕琢出和谐统一且富

有美感的视觉效果，如运用色彩心理学选择适合不同功

能区域的色彩组合，营造出活泼的游戏区和安静的学习

区。建筑学知识为空间的物理构建提供坚实基础。合理

规划建筑的结构、布局和流线设计，确保空间的安全性、

舒适性和实用性，根据儿童的身体尺度确定合适的层高、

通道宽度、门窗尺寸等，方便儿童自由活动。

4.6 数字交互体验策略

数字交互体验策略通过运用 VR、AR和智能交互设

备等先进技术，为儿童创造全新的互动体验形式，提升

空间趣味性与教育性。VR技术让儿童仿佛置身于历史故

事、科学探索等各种情境之中，增强学习效果。AR技术

在商业空间中通过手机或特定设备扫描，呈现出虚拟动

画、科普知识讲解等内容，如动物主题区域的 3D动物

形象，使儿童在游玩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智能交互设备如游戏墙和故事屋，提供触摸、手势

等操作的互动游戏，锻炼思维能力同时充满乐趣。这些

设备还能根据儿童的年龄提供个性化内容，从简单的颜

色、形状识别到科学实验模拟、逻辑推理游戏，满足不

同认知水平和学习需求。

通过数字交互体验策略，儿童教育主题导向的商业

空间能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欲望，将教育与娱乐

深度融合，创造充满科技感与新奇感的学习娱乐场所，

增强商业空间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5 研究总结

本研究聚焦于儿童教育主题导向的体验式商业空

间设计，通过文献综述、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方法，

旨在解决业态单一、建筑形式刻板及教育理念空泛等问

题。研究确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设计原则，涵盖主题统

一性、人性化、生态自然性和创新性。强调设计需与国

家政策同步，响应素质教育和儿童全面发展的需求。

在设计方法上，提出功能分区规划与动线设计，满

足儿童教育、游乐和休息的多样化需求，增强空间连贯

性和吸引力。创新策略包括几何造型运用、主题造型打

造、色彩搭配与区域划分、材料选用与质感营造，以及

跨学科融合和数字交互体验等，旨在创造健康、安全、

富有教育意义的成长空间。

研究结果表明，科学合理的设计原则与策略能显著

提升儿童教育商业空间的环境品质和儿童体验感。这不

仅丰富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知识体系，还为设计师提供了

实践指导，有助于打造符合儿童教育主题且受儿童和家

长欢迎的体验式商业空间。最终，这些成果将促进儿童

全面发展，推动儿童教育主题导向下的体验式商业空间

朝着高质量、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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