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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共融式遊戲場
記者 周容萱 報導  

近來，許多縣市政府正努⼒改造各公園，在考量場地、交通等條件之後，設立了
「共融式遊戲場」，讓所有⼈都能享有玩遊樂設施的權利。
 

共融式遊戲場是什麼？
聯合國《⾝⼼障礙者權利公約》第30條提到：「確保⾝⼼障礙兒童與其他兒童平
等地參加遊戲、康樂與休閒及體育活動，包括學校體系內之該等活動。」公園是
許多孩⼦們最喜愛的地⽅，在⼀般⺠眾認知的公園裡，通常設置了許多「罐頭設
施」（所謂罐頭設施指的是材質、玩法、設計等單⼀化的遊樂設施），讓⼩朋友
們盡情玩耍，然⽽這樣的公園卻很少⾒⾝⼼障礙孩⼦們的⾝影，令⼈不禁⼼疼：
「⾝⼼障礙的孩⼦是不是都無法體驗公園的樂趣呢？」

台北市在105年率先推動了「Play for All」政策，結合多個政府單位共同合作，
也讓專家學者、⾝⼼障礙者以及居⺠等參與其中，在許多河濱公園、⼀般公園、
學校及兒童新樂園等處，陸續設置了「共融式遊樂場」，並且帶動了新北市、桃
園市、台中市等其他縣市。

然⽽，「共融式遊戲場」到底是什麼呢？所謂「共融式遊戲場」（Inclusive
Playground）指的是適合每⼀個⼈共同參與、遊戲及互動的遊戲空間。⽽這裡指
的「每⼀個⼈」除了是⼀般兒童、家⼈等外，也包括了具有特殊需求的兒童及成
年⼈（例如智能障礙、肢體障礙、情緒障礙、感官障礙等），也就是有⾜夠比例
的遊戲設施可以供所有⼈玩，任何⼈都可以在這樣的空間中⼀起參與遊戲。還我
特⾊公園⾏動聯盟（以下簡稱特公盟）理事王佳琪說道：「所有族群可以在同⼀
個空間分享不同的遊戲經驗，這就是共融的意義，並不是非得所有的設施都要給
所有的族群使⽤。」
 

別⼈做的到　我們也可以
⾄2017年⽌，仍少有國家的中央政府對於「共融式遊戲場」有所規範及政策，僅
有美國有所謂《美國⾝⼼障礙者保護法無障礙設計標準》的規範，⽽澳洲、新加
坡和香港亦有針對共融式遊戲場推⾏相關政策。相較於台灣，僅有台北市、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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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和香港亦有針對共融式遊戲場推⾏相關政策。相較於台灣，僅有台北市、新北
市等地⽅政府有相關建設政策。

共融式遊戲場在台灣執⾏最完善、數量最多的城市非台北市莫屬。⽬前在台北市
已經啟⽤的共融式遊戲場有52座，且仍有近20座預計在今年完成。⽽除了台北市
以外，新北市政府也積極的規劃改善各地公園，設置共融式遊戲場。但仍有許多
縣市的共融式遊戲場非常零星，經費的不⾜、政府機關的意識未達、⺠眾風險差
異考量等都是爭取困難的因素，甚⾄在雲林及基隆是沒有共融式遊戲場的。

美國魔法橋遊戲場（Magical Bridge Playground）。（圖片來源
／MAGICAL BRIDGE FOUNDATION）

共融式遊戲場的幕後功⾂
當然，共融式遊戲場不全是地⽅政府的功勞，⾝⼼障礙孩童的家⻑們、⺠間團體
等都是促成共融式遊戲場重要的參與者。其中，社團法⼈台灣⾝⼼障礙兒童權利
促進會（以下簡稱⾝障童盟）和特公盟，就是共融式遊戲場重要的幕後推⼿。
2014年，家⻑們因為發現⾝⼼障礙兒童極少參與社會活動，地⽅公園或遊戲場也
幾乎沒有他們能夠玩耍的設施及空間。因此，開始倡導並爭取共融式遊戲場的建
立，以及各地無障礙空間的改善。

⾝障童盟秘書⻑鄭淑娟說道：「過去的⾝⼼障礙兒童只會經過遊戲場，不會進去
玩耍的，或許還⼩、抱得動的時候可能會嘗試，但等到⾝形⼤⼀點後就無法再玩
了。」過去，遊戲場對於這些孩⼦們是遙不可及的。但如今在⾝障童盟以及其他
團體、個⼈的努⼒之下，公園無障礙設置的改善及共融式遊戲場的出現，讓⾝⼼
障礙的孩⼦們⼀樣享有玩樂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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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都會公園的「共融多⼈轉轉盤」。（圖片來源／周容萱攝）

不再限制　你也可以快樂玩耍
在公園的遊樂設施上，看⾒成年⼈在玩耍，你會覺得奇怪嗎？雖然共融式遊戲場
的⽬標為「Play for All」，但是在台灣現在⼤多數的遊戲場仍無法達到這個⽬
標。所謂的「All」，除了讓⾝⼼障礙兒童能夠進入遊戲場，同時也希望有設施可
以讓成⼈、老年⼈使⽤。鄭淑娟提到：「有⼀些⾝⼼障礙兒童，⾝體是成⼈的模
樣，但是⼼智狀態可能只有⼩學⽣或是學齡前。」王佳琪也表⽰：「⽬前絕⼤部
分共融式遊戲場挑戰度不夠，尚未融進學齡後的孩⼦。」

公園告⽰牌上總寫著「限2⾄12歲以下兒童使⽤」，難道遊戲場真的只專屬於兒
童嗎？現在遊樂設施的設計改善，已經有許多設施安全的⾜以讓親⼦共同使⽤。
因此⾝障童盟希望，公園、遊戲場告⽰牌不再標⽰「2⾄12歲」⽽是「2＋」。特
公盟則是希望，不只是規劃⼀座座遊戲場，⽽是將⼀個地區的公園資源分配均
衡，做到公園分齡適能，讓所有⼈都能快樂玩耍，真正實現「Play for All」。

新北⼤都會公園兒童遊戲場告⽰牌。（圖片來源／周容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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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都會公園兒童遊戲場告⽰牌。（圖片來源／周容萱攝）

望向未來　我們的遊戲場
雖然⽬前台灣的共融式遊戲場不像美國等國家⼀樣完善，但是在各地政府、⺠間
團體的倡導執⾏下，已經改善了許多公園、遊戲場，讓愈來愈多的⾝⼼障礙兒童
能夠⼀起進入遊戲場，體驗遊戲的樂趣。

然⽽，要讓共融式遊戲場更加普遍及多元，勢必需要更多⼈的⽀持與協助，鄭淑
娟說道：「回歸到各地家⻑，家⻑夠努⼒的發聲，才會讓地⽅政府聽⾒聲⾳。」
要讓每⼀個公園、遊戲場達到「共融」是不容易的，但是，讓所有⼈「無障礙」
的進入遊戲場是基本的。未來，「共融式遊戲場」的增加以及完善讓⼈非常期
待。

公園設施不是只有兒童能夠使⽤；⽽共融式遊戲場也不是專屬於⾝⼼障礙者的遊
戲場，⽽是「⼤家的」遊戲場。期望未來的遊戲場，不再專屬於誰，⽽是每個⼈
都能享受快樂、創造回憶的地⽅。

關鍵字：共融式遊戲場、Play for All、公園、罐頭設施、無障礙遊戲場

縮圖來源：周容萱攝

      

 記者 周容萱

編輯 黃博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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