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屆營建產業永續發展研討會 

一、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研究動機 

共融公園設計的第一步便是要讓人人都方便進出公園，也就是得提升公

園的可及性。公園的出入口和路徑都應該考量不同使用族群的移動需求，包括

避免產生地面的高低差，便於輪椅及娃娃車推行。即使一定要設置防止汽機車

進入的車阻，也需採用輪椅可通行的設計。 

共融式遊戲設施可以滿足不同年齡、能力的人使用，讓進入遊戲場的年

齡層變廣，無論是身障孩子、甚至成人，都能和其他孩子共同玩耍。一個遊具

的設計，不能只考慮單一族群的特性及喜好。例如特殊設計的盪鞦韆，讓家長

跟缺少身體支撐能力的孩子能夠一起乘風破浪，享受遊戲的快樂。簡單、安全、

無障礙，並且可以互動，這就是共融的精神！「Play for All」，讓「玩」變

成所有人的權利！ 

 2. 研究目的 

國內外的無障礙公園或共融公園，有些盪鞦韆是讓輪椅使用者連同輪椅

一起坐上去，有些則是透過比較安全的座椅及安全帶等設計，讓身障兒童坐上

去就跟一般兒童一樣的玩法，並不會看出其病徵或障礙。對於一些幼兒，這樣

的設計也更為安全。另外，遊樂設施的設計可以盡量運用聲光效果和觸摸材質

等，給予使用者較多元的刺激，讓不同感官能力的小朋友們透過不同方式同樂、

共遊，在公園內可以更自在地玩，其研究目的： 

(1)了解台中市西屯區大有公園內部設施現況。 

(2)探討台中市西屯區大有公園友善環境之使用。 

(3)提出台中市西屯區大有公園改善設施。 

(二) 研究範圍與對象 

1. 研究範圍(如圖1 所示)： 

臺中市政府積極推動台中美樂地計畫，以共融公園、陽光公廁打造優質

全齡休憩環境，目前建設共融公園 112 座、改善陽光公廁 35 處、改善兒童遊

戲場安全 280處，今年預計再完成共融公園 65座、陽光公廁 18處並改善 281

處兒童遊戲場，全台中 561座兒童遊戲場也將改善完畢。 

2. 研究對象(如圖2 所示)： 

次研究對象為西屯區大有公園屬鄰里公園，佔地面積 1，830平方公尺，

位置座落於太原路一段及大有二街交叉口，大有公園曾有磚窯產業文化，以「磚

窯」為主題，將傳統磚窯意象轉化為兒童喜愛的「積木磚」，以堆疊、組合、

色彩變化營造遊戲區，此外公園旁邊就有一個土地公廟「東門福德祠」已有百

年歷史，原由石頭砌作而成，創立約有百年之久，屬田頭土地公，廟內還掛有

總統贈匾「護國佑民」，香火十分鼎盛。本次具體研究依建築技術規則及建築

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檢視公園內共融遊戲場、體健設施、無障礙步道及動

線規劃等，重新檢視內容並深入詳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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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臺中市西屯區示意圖 圖2 臺中市西屯區大有公園圖 

 

二、文獻探討 

本節主要探討：國內公園相關文獻、大有公園認知、無障礙之相關文獻

及遊具暨體健設施相關文獻等 4大面向說明如下： 

(一)國內公園相關文獻 

人們需要舒壓與維持身心健康，結合環境設計的鄰里公園是被認為深具

發展潛力的場所，台灣鄰里公園的發展歷程可從民國 60 年代追溯起，起初仿

效歐英理論、觀念及技術、鄰里公園設計以公共空間為導向:而後 70年代，社

會漸漸富裕、休閒遊憩開始被重視、鄰里公園在設計上滿足了人們的休閒活動

使用:民國 76年台灣解嚴之後，社會力與空間力的解放使鄰里公園產生前所未

有的多樣性，例如公園空間因部分族群(高齡者、行動障礙者等)特殊需求而設

計(邵念安，2005)·現今鄰里公園是眾多公園系統中與日常生活中最親近的都

市開放空間，並且滿足當地居民需求、數量最多且最基本之小型公園，通常以

步行的方式即可輕易抵達(邵念台北市政府公園路燈管理處·2012)當鄰里公園

一直随著社會發展的趨勢而改變，如何提升其健康促進之角色成為未來鄰里公

園設計必須面對的課題。 

 (二) 大有公園認知 

臺中市西屯區大有公園屬鄰里公園，位置座落於太原路一段、大有二街

交叉口，本公園曾有磚窯產業文化，以「磚窯」為主題，將傳統磚窯意象轉化

為兒童喜愛的「積木磚」，以堆疊、組合、色彩變化營造遊戲區；另在大有公

園内有一座東門福德祠，創立約有百年之久，祠內有 5尊土地公，屬田頭土地

公，該祠信眾主要為何明里一帶里民，祠坐西北朝東南，燕尾屋脊，有短屋簷，

兩側各有圓拱門為其特色，前有拜亭，上面掛滿平安燈，並掛有前總統贈匾「護

國佑民」，香火十分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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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無障礙之相關文獻 

共融遊戲場設置的目的，在於提供所有兒童平等遊戲、互動、合作及發

展能力的機會。而這裡指的「兒童」，是包括一般兒童及具有特殊需求的兒童

（例如自閉症、心智障礙、肢體障礙、視覺或聽覺障礙者…等），在同一個遊

戲場域體驗多元刺激、寬敞舒適、安全有趣又具互動性的遊樂設施，共融遊戲

場就是一個能提供多元滿足的地方。但就目前臺灣的現況，共融遊戲場在推動

之初，多數人因為不了解其意涵，而造成觀念分歧與設計上的困難，因此我們

便提出美國在推行共融數十年所歸納出的 7項原則作為指引，希望能促成以使

用者為導向的設計，但由於國內遊戲場空間遠遠不如美國遊戲場所擁有的寬敞

腹地，以致於在推動時遇到許多困難，包含空間不足、觀念差異、採購受限、

需求切割…等。目前狀態雖然仍離理想甚遠，但我們仍舊會堅守崗位、持續推

動，並在其他族群之間取得平衡，讓所有人的權利與需求都能獲得滿足。 

 (四) 遊具暨體健設施相關文獻 

依據衛福部 110年 8月 10日修訂之「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第

6點規定略以，兒童遊戲場之設計、製造、安裝、檢查及維護，符合國家標準

及相關法規之規定。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涉及遊戲場部分，有 111年 4月 15日修訂 CNS 12642

「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110年 3月 22日修訂 CNS 12643-1「遊戲場鋪面使

用範圍內鋪面材料衝擊衰減性能測試法-第 1 部：實驗室試驗法」、110 年 3

月 22日修訂 CNS 12643-2「遊戲場鋪面使用範圍內鋪面材料衝擊衰減性能測試

法-第 2 部：現場試驗法」、105 年 6 月 14 日修訂 CNS 15912「遊戲場用攀爬

網及安全網/格網之設計、製造、安裝及測試」及 105年 6月 14日 CNS 15913

「軟質封閉式遊戲設備」等 5項。 

三、園區無障礙環境探討 

(一)園區無障礙環境概述 

本公園無障礙設施包括：1.無障礙出入口(5 處)僅大有二街及太原路一段路口

(主出入口)及大有二街(次出入口)等 2 處符合規範、2.園區內通路分別為 170cm、

180cm、210cm 等 5 條，均符合無障礙通路大於 130cm，其中寬度 170cm 貫穿園

區兩側，使園區成為兒童遊戲暨體健區及立體方塊遊戲區等 2 區域 (如表 1 所

示)。 

表 1 公園出入口及內部通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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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區無障礙特性認知 

本公園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檢視包括，1.無障礙出入口(5 處)僅大有

二街及太原路一段路口(主出入口)等 2 處符合法規、2.園區內通路分別為 170m、

180cm、210cm 等 5 條，均符合無障礙通路大於 130cm，其中寬度 210cm 貫穿園

區兩側，使園區成為一側兒童遊戲暨體健區及立體方塊遊戲區等 2 區塊 (如表 2 

所示)。 

表 2 園區無障礙設施查核表 

區域 

項目 
示意圖 

公園各區域進行審視，勾選符合

或不符 

備註(不符原因說

明或補充) 

建築物

無障礙

設施設

計規範 

符合 不符 

主次出

入口：

應設置

至少一

處主要

出 入

口，連

結公園

對外進

出之人

行道 

 

通路淨

寬不得

小 於 

130 公

分 

V  

 

 

 

V 

(鐵欄杆寬

度雖符合，

惟鄰近馬路

邊易肇生危

安) 
 

 

 

V 

(淨寬雖符

合，惟鄰近

路邊且常有

違停車輛，

阻擋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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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項目 
示意圖 

公園各區域進行審視，勾選符合

或不符 

備註(不符原因說

明或補充) 

 

 

V 

(淨寬雖符

合，惟鄰近

防火巷且常

有機車臨停

及通行，阻

擋進出) 

 

 

V  

 

統計 主次出入口共計5處比例 2/5=40% 3/5=60%  

四、園區遊具設施探討 

(一)園區遊具設施配置 

公園設置計中型遊具乙具、搖搖馬兩具、立體方塊鐵架兩具、翹翹板乙具等

4項共 6具；體健設施計雙人伸腰伸背架、鋼管高低單槓 (引體向上)、雙人太空

漫步機、三人扭腰器等 4項各乙具。 

(二)遊具(含體健設施)使用認知 

本公園依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表檢視各項遊具及體健設施包括：1.園區內

兒童遊戲場遊具計四項六具，僅中型遊具及搖搖馬以告示遊戲方法 2. 遊戲場周邊

設置洗手設備兩具(與廁所共用)，符合法規 3.體健設施計四項四具，僅雙人太空

漫步機、三人扭腰器等項張貼配備使用說明，餘設施均未告示相關使用說明。(如

表 3 所示)。 

表 3 兒童遊具暨體健設施查核表 

安全檢查應注

意事項 
示意圖 

公園各項遊具進行審視

(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

表)，勾選符合或不符 

備註 

(不符原因說明或補

充) 
符合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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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檢查應注

意事項 
示意圖 

公園各項遊具進行審視

(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

表)，勾選符合或不符 

備註 

(不符原因說明或補

充) 

遊樂場於適當地

點 公 告 遊 戲 方

法，且告示牌無

損壞，文字或圖

案內容清晰可見 

 

V  

 

遊樂場於適當地

點 公 告 遊 戲 方

法，且告示牌無

損壞，文字或圖

案內容清晰可見 

 

V   

 

 
V 

(未標示) 
 

 

 
V 

(未標示) 
 

遊具共計4項比例 2/4=50% 2/4=50%  

告示牌上應訂

有鄰近醫療院

所聯絡方式 

 

V  

 

現場兒童遊戲

設施是否符合

遊戲場設置平

面圖。 

 

 

V 

(未放置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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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檢查應注

意事項 
示意圖 

公園各項遊具進行審視

(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

表)，勾選符合或不符 

備註 

(不符原因說明或補

充) 

光線明亮、通

風、無視覺死

角、無危險物

品，擺盪空間無

障礙物。  

V   

遊戲場入口處

或周邊應設置

洗手設備，或提

供手部消毒液、 

張貼提醒洗手

之公告 

 

 

V 

(與福德寺

洗手台及廁

所均備有洗

手設備) 

 
 

 

體健設施於適

當地方公告使

用方法，且無損

壞，文字或圖案

內容清晰可見 

 

 
V 

(未標示) 
 

 

V 

 
 

 

 

 
V 

(未標示) 
 

 

 

V 

(已破損且

部分模糊) 
 

體健設施計4項 1/4=25% 3/4=75%  

五、園區活動行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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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園區活動類型概述 

散步是公園中最常發生的行為,其次為乘坐休憩行為和定點活動,而大型活動

雖是特定使用者的活動,但何明社區主辦多場活動,不同族群活動人次也相當多。

公園空間使使用者於空間中停留,進而產生社交性活動,使空間更為熱絡。 

(二)園區活動特性認知 

園內活動均配合何明社區發展協會共同舉辦(109 年)大手牽小手，“疫情”

共防守、(104 年)親子環保創意花燈展，上述活動均由何明社區發展協會關懷據

點所舉辦，疫情期間更是把室內活動移到公園舉辦，讓公園的使用範圍加深加大，

也讓附近居民甚至是附近鄰里民眾可以共襄盛舉。 

表4 公園活動一覽表 

參與活動對象 活動名稱及簡介 活動紀實 備註 

所有族群 

  

心得 

親子族群 

  

心得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要探討臺中市西屯區大有公園友善共融環境之探討，經由緒論、文獻

回顧、園區無障礙環境探討、園區遊具設施探討及園區活動行為探討等 5 章節所

得之結論如下： 

(一) 結論：  

經檢視大有公園環境，所見情況摘述如次： 

1.主次出入口共計 5 處，僅 40%符合相關規範，且園區內外均無設置任何物障

礙路線標示。 

2.遊戲場尚未設置平面圖。 

3.遊戲區內各項遊具僅即時修繕 QR CODE，遊戲場安全使用須知告示僅 50%符

合相關法規，易有危安情事肇生。 

4.體健器材使用說明標示部分破損且圖示也模糊，約佔 75%不符合相關法規。 

(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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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設置無障礙路線路牌及遊戲場配置圖。 

2.建議各項遊具及體健設施可以設置 QRcode 標章，相關使用說明及實作方式文

字及影片放置網路上，隨時可供民眾查詢。 

3.建議將現有廁所修繕，一間設計成友善共融廁所，以符合不同類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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