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提 要要：：随着户外游憩研究的不断深入，获取有效

游憩行为和环境信息的重要性突显，美国学者麦肯奇

（McKenzie）研创出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方法

（System for Observing Play and Recreation in Communi-

ties，SOPARC）能够瞬时批量高效获取户外游憩活动

信息，因而在西方游憩行为研究中逐步获得广泛运用。

本文使用文献检索和文献分析法，通过查阅和分析近

年西方学者对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方法的主要应

用成果，归纳出西方学者对SOPARC应用研究的热点。

通过西方学者应用SOPARC方法研究的特点评述，提

出该方法对我国研究的若干启示：SOPARC方法科学

有效，能够为我国游憩研究提供技术支撑，但引入应

用需要根据中国国情进行改进；SOPARC方法应用广

泛，可主要用于游憩行为调查、游憩设施和环境规划

及游憩地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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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study of outdoor recreation, it is much important to obtain effective recreation ac-

tivity and contextual information. McKenzie developed SOPARC (system for Observing Play and Recreation

in Communities) which can obtain observational data o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their physical activi-

ty levels during physical activity and leisure opportunities in community environments. SOPARC were grad-

ually used in the studies of public parks in western countries. Identifying the demographics and physical ac-

tivity levels of park users could inform park promotions and programming and be used to develop interven-

tions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and reduce sedentary behavior through park use. Based on literature re-

view, this paper describes origin and conception of SOPARC in western countries. At the same, it also ana-

lyzes application results of SOPARC in western countries, summarize its research method and research ob-

ject. The recent research on SOPARC is focused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research on various types

of recreationists (different age, gender, race/ethnicity); 2) research on different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physi-

cal activity, shopping, entertainment, walking the dog); 3) research on many types of recreational places (dif-

ferent country, park, area); 4) research on recreational environment facilit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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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重视居民户外玩耍和游憩研究，现已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学者普遍认为户外玩耍和游

憩能带来身心愉悦和体验满足，是人类放松身心和提升健

康水平的重要方式。国外研究表明，促使公众参与户外游

憩活动是公民健康计划的重要内容，公众户外游憩的参与

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环境因素尤为重要[1]。目前，以社区

公园为载体的居民户外玩耍和游憩研究已成为西方学者关

注的热点，学者普遍认为公园是重要的户外游憩场所，获

得游憩者和游憩环境的有效信息对指导公园规划建设和社

区发展有重要意义。西方学者对户外游憩个体的信息获取

有成熟的技术手段，直接观测、心率监测、加速度计和双

标水法已得到有效应用[1]，问卷调查、现场访谈等方法在获

取游憩活动群体信息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这些方法对开

放环境中游憩活动批量瞬时信息的获取存在困难。2006年，

美国学者麦肯齐 （McKenzie） 创研出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

系统方法 （System for Observing Play and Recreation in Com-

munities，SOPARC），对户外玩耍和游憩监测具有积极的应

用价值[1]。近10年来，西方学者将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

方法应用于美国及少量其他国家的案例地区，针对不同游

憩者、游憩活动及游憩地开展研究，研究视角多元，成果

较丰富。基于此，通过外文数据库检索社区玩耍与游憩观

察系统方法的相关文献，以筛选出的58篇文献为研究对象，

通过文献统计和文献分析，评析西方国家社区玩耍与游憩

观察系统方法应用研究的特点，相关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引

入该方法的应用具有借鉴意义。

1 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方法的译介

1.1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方法的产生背景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大量的社区公园，这些公园

是当地居民必要的户外玩耍和游憩场所[2]。研究发现由于年

龄、性别、文化背景的不同，居民在公园中的游憩行为差

异较大，同时，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人们游憩活动的参与程

度，获得公园游憩者和游憩环境的有效信息对公园游憩研

究有重要作用[3,4]。虽然西方学者对游憩者个体研究手段成

熟，但是对开放环境中的游憩者批量瞬时信息的获取存在

困难。

2006年，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学者麦肯齐 （McKen-

zie） 首次提出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 （以下简称

SOPARC），这是一种基于瞬时批量采样技术完成的户外运

动信息采集工具[1]。SOPARC来源于青少年玩耍与休闲观察

系统 （System for Observing Play and Leisure in Youth，SO-

PLY），是为了观察青少年的户外休闲活动而开发的观测和

信息采集工具。SOPARC 采用与 SOPLY 类似的编码形式，

对其版本进行了改良和提升，使观测采集技术更适合在多

元和开放的空间中进行，并对活动参与者的年龄、性别、

种族等人口学统计指标进行规范，使用计划、活动、检查

（Planned Activity Check，Placheck） 记录过程[1]。SOPARC

方法不仅可以获取户外游憩活动信息，而且能够反映出游

憩地的环境设施现状特征。

1.2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方法的功能及使用

美国学者麦肯齐 （McKenzie） 提出 SOPARC是在开放

环境中瞬时获取人们户外运动行为信息和环境信息的有效

工具[1]。使用SOPARC方法获取信息高效便捷，能够对若干

个游憩地进行批量观察数据获取，可依据研究需要确定观

察季节、日期和频次。西方学者选取的案例地区数量范围

是3—50个，观察季节以1—2个居多。观察日期在1—16天

范围内，基本都包含平日和周末，观察频次在 1—14次/天

范围内，多数为 4次/天及以上，基本都包含上午和下午时

间段。SOPARC 量表记录的数据经过统计分析后，能够科

学客观的呈现观察区域游憩者人口学和行为特征信息，包

括性别、年龄、种族、活动频次、活动强度、活动偏好等。

应用SOPARC方法同时能够获取游憩地的各目标区域的环

境特征信息，包括可进入性、可使用性、季节性、基础设

施、管理现状等。通过游憩地的目标区域环境分析，以此

确定游憩地的总体环境特征，衡量其是否能够满足居民户

外游憩体验，同时满足居民对游憩地的基础设施、安全性

和可达性逐渐提升的需求。SOPARC 方法主要包含以下步

骤：

（1） 依据观测目的和内容，设计观察量表。麦肯齐

（McKenzie） 设计的观察量表见表 1。该量表分为 3 部分，

第1部分填写观察日期、目的地名称、观察员姓名、观察起

止时间等基本信息；第2部分填写目的地概况，包括可进入

性、可使用性、设施现状、组织管理现状、光线强弱、空

旷程度，该部分仅用“是”或者“否”来填写。第3部分是

观察结果记录，分别对性别、年龄段、种族、活动强度进

行编码记录。

（2） 设定观察目标区域，确定每个目标区域的面积、

位置、边界信息，并将其在地图上详细标注。将选定区域

按照观察顺序进行排序编码。例如在公园区域，可以从公

园入口区到出口区，分成多个目标区域，进行排序编码。

（3） 选定合适的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察。观察员进入

第1号区域，首先观察区域的环境特征，包括可进入性、可

使用性、管理状况、设施配备等，进行记录。然后观察游

憩活动，依次观察男性和女性，记录其年龄段、种族、活

动强度 （轻微、中度、剧烈），如果区域内有其他的游憩活

动观看者，则对其信息也进行记录。观察中应注意观察区

域的顺序、观察频率和记录方法。

（4） 处理观察数据，结合数理统计方法，对观察记录

的结果进行分析。

2 基于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方法的应用研究

2.1 数据来源及样本统计分析

为了全面获取西方国家对 SOPARC 方法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通过 Web of Science、EBSCO ASP、Springer 和 Pro-

Quest外文数据库检索主题词“SOPARC”，筛选出相关文献

58 篇，主要发表于《Journal of physical activity & health》、

《Preventive Medicine》、《Environment Behavior》 等公共环

境、健康类学术期刊，也有少量发表于《Journal of Park &

2018年第3期总第161期 人文地理

HUMAN GEOGRAPHY Vol.HUMAN GEOGRAPHY Vol.3333. No.. No.33 20182018//6612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

等游憩类学术期刊（见图1）。文献发表时间为2006-2016年

（见图2），虽然文献总量不多，但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尤

其从2010年起，文献数量增加较快，2011年和2014年文献

数量最多，体现出西方学者对SOPARC方法的逐步认可和

深入研究。文献作者以美国籍居多，还有少量加拿大、比

利时、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学者。

图1 2006—2016 年度发表SOPARC相关期刊统计

Fig.1 Statistical Table for Publishing Soparc Related Journals

from 2006 to 2016

资料来源：查阅外文数据库后统计。

图2 2006—2016 年度发表SOPARC相关文献数量统计

Fig.2 Quantitative Statistical Table for Publishing SOPARC

from 2006 to 2016

资料来源：查阅外文数据库统计。

2.2研究热点

2.2.1对不同游憩者的应用研究

（1）不同年龄段人群研究

SOPARC 方法最初是用来研究户外环境中的体育健身

类游憩活动，对人们的体力活动 （physical activity） 水平进

行监测。对游憩者的观察是SOPARC方法实施的基础，学

者通常依据麦肯齐 （McKenzie） 的量表将游憩者分为老年

人、成年人、青少年、儿童4个年龄段，也有些学者依据各

自研究需要将年龄段进行其它细分。通过文献分析，学者

对未成年人的研究最为细致[5]。卜加劳（Bocarro）将未成年

表1 SOPARC观察量表

Tab.1 SOPARC Observing Scale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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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为3个年龄段，幼儿 （0—5岁）、儿童 （6—12岁）、少

年（13—18岁），用SOPARC方法观测他们户外运动行为差

异[6]。里德 （Reed）、胡克 （Hooker）、弗洛伊德 （Floyd）

等人以美国不同社区公园为案例地区，研究少年儿童的户

外玩耍与游憩行为[7,8]。多数研究表明，青少年和儿童的户

外活动较为活跃，以跑跳为主的剧烈活动超过轻微和中等

强度活动。学者对老年人游憩活动的研究也较为关注，普

莱森 （Pleson） 以中国台北的 7 处绿地为案例，使用

SOPARC 方法观察老年人的游憩活动，结合访谈，了解老

年人对绿地的感知和使用情况[9]。金 （King） 和艾伦 （Al-

len） 使用 SOPARC 研究老年人在大型购物中心的活动[10]。

对老年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案例地区参加健身游憩活

动的老年人数差异较大，有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公园等游

憩地的比例超过了60%[9]，而有的仅占1%[11]。学者普遍认为

户外游憩活动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应采取有效激励措

施如改善游憩环境设施来提升老年人户外活动的参与程度。

（2）不同性别人群研究

西方学者关注不同性别游憩者，里德 （Reed） 选取美

国9个社区公园使用SOPARC方法观测成年男性和女性对游

憩设施和场所的使用偏好，发现男性和女性多数倾向于在

公园的绿道活动，男性最偏好棒球场，女性偏好游泳池[12]。

胡克 （Hooker） 和里德 （Reed） 以美国 45个社区公园为案

例地，研究不同性别少年儿童的户外运动差异[7]。西方学者

普遍研究发现女性参与户外游憩活动的人数明显少于男性，

这与西方国家的休闲和性别研究结论相似，女性要从事工

作和家务的双重劳动[13]，具有更少的休闲机会[14]，在休闲拥

有和参与上受到压迫[15]。男性的游憩活动强度普遍高于女

性，仅有少量研究发现男女的活动强度差异不大[8]。

（3）特定人群研究

西方学者应用 SOPARC 方法研究特定人群 （如不同人

种）的游憩活动，如肖尔斯（Shores）研究非洲裔美国人在

社区公园的游憩行为，发现非洲裔美国人在公园里的活跃

程度不亚于美国白人[16]。温迪（Wen）研究发现美国社区居

民的游憩活动存在种族差异性，不同种族和经济水平的社

区中公共绿地资源分配不均，居民的户外活动量和健康状

况差异较大[17]。卡钦斯基 （Kaczynski） 研究发现在美国的

堪萨斯州公园，亚洲人的活动强度较高，其次是白种人、

黑种人[18]。还有学者研究特定活动地点的游憩者，例如，里

德 （Reed） 应用 SOPARC 方法研究在自然道路 （未经修整

的土路） 和人工道路 （铺砌的马路） 上的游憩者，发现不

同路面上游憩者的活动时间和活动水平等存在差异[19]。埃文

森 （Evenson） 提出可以尝试将SOPARC方法应用于某些特

殊人群（如残障人士）的户外活动监测[5]，虽然此类研究尚

未实施，却扩宽了SOPARC方法的应用视野。

2.2.2对不同游憩活动的应用研究

（1）体育健身类游憩活动研究

西方学者应用 SOPARC 方法的大量成果集中于户外体

育健身类游憩活动，研究案例以城市社区公园为主，学者

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不同性别人群、不同种族人群进行

了专项研究，或者对社区公园的到访者进行整体研究，用

以发现不同研究对象的身体活动水平和偏好。弗洛伊德

（Floyd） 和卜加劳 （Bocarro） 研究儿童和青少年在社区公

园的体育健身类游憩活动，将其年龄段进行细致分类，探

讨公园及周边环境和少年儿童身体活动水平的关系[8]。沃德

（Ward）、里德（Reed）、帕拉（Parra）等研究不同人群在不

同案例地区的健身类游憩活动，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20-22]。

通过文献分析，不同案例地区游憩者体育健身类活动强度

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依据麦肯齐 （McKenzie） 的观察量

表，活动强度被分为轻微 （静坐类）、中等 （散步类） 和剧

烈（跑跳类） 3个等级，多数文献研究表明，低于50%的游

憩者处于轻微活动状态，不同案例地区中等强度的游憩活

动比例占 5%—80%，剧烈活动的游憩活动比例占 6%—

72%。同时发现，3种等级强度的活动并非同时存在于某案

例地区，有的区域几乎没有静坐类轻微活动[23]。

（2）其它类型游憩活动研究

随着 SOPARC 方法研究区域范围的扩大，有些学者将

其用于其他类型的游憩活动研究，如娱乐、购物、遛狗等

游憩活动。拉莫斯（Romas）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某个水上

公园为研究案例，使用SOPARC方法观察青少年和儿童的

亲水娱乐活动[24]。金 （King） 和艾伦 （Allen） 通过健康老

龄化研究网络环境评估 （HAN） 和SOPARC方法在美国 10

个大型购物中心内观察老年人活动情况，研究老年人行走

购物活动和购物中心环境设施的关系，分析影响老年人步

行及购物的障碍因素[10]。埃文森 （Evenson） 和坦普尔

（Temple） 研究美国居民的遛狗活动，选取不同城市的遛狗

公园为案例，将应用SOPARC方法的观察结果和普通公园

居民游憩活动进行对比[25,26]。

2.2.3对不同游憩地的应用研究

（1）不同国家区域研究

北美地区的城市社区公园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代

表性的研究是沃德 （Ward） 和麦肯齐 （McKenzie） 在春、

夏、秋3个季节运用SOPARC方法观测美国4个城市社区公

园的游憩活动，研究历时3年，得出普遍性结论，周末比平

日游憩者数量显著增多，夏季的访问率较低，并验证

SOPARC是高度可靠的观察工具[20]。后来欧洲、澳洲、南美

洲、亚洲地区少量国家的公园也成为案例。范（Van）选取

美国圣地亚哥和比利时的共 20 个公园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运用 SOPARC 和公共空间环境评估 （EAPRS） 工具观测研

究[27]。帕拉 （Parra） 和麦肯齐 （McKenzie） 使用 SOPARC

方法观察巴西 10 个不同类型公园的游憩者行为[22]，杜叶

（Tu） 和廖 （Liao） 用 SOPARC 方法研究中国南昌的公园，

发现中国居民在气温低于30°C时，比美国居民更活跃[28]。

（2）不同尺度类型公园研究

西方早期研究聚焦于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园，社区公园

是居民户外玩耍和游憩的重要场所。西方的社区公园有细

分类型，例如，美国社区公园分为游憩中心 （recreation

center）、操场 （playground）、袖珍公园 （pocket park） 和遛

狗公园 （dog park） 等[29]。通过文献分析，西方学者研究的

社区公园平均占地面积 10 hm²左右，最小的占地约 1 hm²，

属于较小尺度空间场所。后来，部分学者研究大型城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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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维奇 （Veitch） 研究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大型城市公园，

所选取的大型公园平均占地面积约300 hm²，并将研究结果

与以往研究的小型社区公园的进行对比分析[30]。西方学者应

用 SOPARC方法研究不同尺度类型公园发现，较大尺度空

间场所 （如大型城市公园） 与较小尺度空间场所 （社区公

园）在居民游憩活动参与和环境特征方面均存在差异。

（3）不同地理区位空间研究

西方学者对城市和乡村地区，户外和室内的游憩空间

等不同地理区位空间均有一定程度研究。学者通常选取的

研究案例是城市地区，后来少量研究涉及乡村地区，其目

的主要是与城市进行比较研究。肖尔斯（Shores）研究城乡

公园的差异，利用SOPARC方法调查4个乡村公园和4个城

市公园后得出结论：人们到乡村公园参观比到城市公园的

访问更为频繁，但乡村游憩的活动方式较少，强度较低，

他提出乡村游憩地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的弱项，今后应加

强这方面的研究[31]。虽然学者最初应用SOPARC方法的在于

观测户外开放空间的游憩活动，后来研究范围扩展至室内

空间，如购物中心、室内水上乐园等，但研究成果较少。

2.2.4在游憩设施环境规划与管理中的应用

（1）游憩设施和环境规划研究

近年，西方学者将 SOPARC 方法应用于游憩设施和环

境规划，学者在游憩行为研究基础上，分析游憩活动和环

境关系，为游憩设施和环境规划提出建议。林贝尔 （Lind-

berg） 和麦克尔 （Michael） 研究城市绿地空间和游憩行为

的关系，结合与建筑师的半结构访谈，提出为特定目标人

群 （特别是女性） 设置游憩设施[32]。巴郎 （Baran） 利用

SOPARC 和 GIS 客观测量 20 个城市公园和周边街区，探讨

公园的使用、周边社区经济、基础设施环境之间的关系，

分析公园的使用和周边环境的相关性，从而为公园的设施

和环境规划提出建议[33]。一些学者通过SOPARC方法研究游

憩地改造前后人们游憩行为的变化，对游憩地的设施规划

建设提出建议。例如，科恩（Cohen）使用SOPARC研究公

园改造前后游憩者行为的变化，研究了2个改造的社区公园

和2个陈旧的社区公园，得出结论：公园设施和环境的改善

影响到公园的使用和当地人的户外活动，提出应加强公园

的游憩设施和环境改造建设[34]。若米奇 （Roemmich） 测试

微环境调整对游憩者的影响，调整游乐场里供人们休息的

座位，应用SOPARC方法分别观察和分析座位移走前后游

憩者的数量和行为特征，研究表明座位的移动没有缩短人

们的游憩活动时间[35]。

（2）游憩地管理研究

西方学者将 SOPARC 方法应用于游憩地环境容量的评

估、使用率的测定、管理计划和政策的制定、管理模式的

创新等游憩地管理方面。怀廷 （Whiting） 以美国佐治亚州

的3个公园为研究案例，探索使用SOPARC方法和传统的数

据采集方法 （如拦截调查和退出调查） 结合，监测公园内

活动人群的变化，辅助管理人员确定公园的环境容量，评

估公园的使用率[36]。科恩 （Cohen） 使用SOPARC方法研究

位于低收入居民区的口袋公园，分析后认为与大型社区公

园相比，口袋公园的使用毫不逊色，而且口袋公园距离社

区距离近，是更加便捷和安全的活动场所，管理者应制定

更多的计划和政策，鼓励游客和居民去口袋公园活动[37]。范

（Van） 研究公园周边社区的经济水平是否会对居民游憩活

动产生影响，通过SOPARC方法进行评估，认为高收入和

低收入居民区周边的公园没有明显差异，倡导公园管理者

制定措施促进各类公园的使用[27]。汉 （Han） 和科恩 （Co-

hen） 评估拉丁美洲的公园管理机构与大学促进健康创新机

构合作的效果，使用SOPARC方法观察并比较实施免费健

康运动课程的公园与其他公园内居民活动的差异，认为该

合作是有前途的健康促进模式[38]。

2.2.5 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方法的应用价值分析

自从美国学者麦肯齐 （McKenzie） 提出 SOPARC 方法

后，其他学者也尝试对SOPARC方法进行理论分析，探讨

SOPARC 方法的应用价值，分析其应用局限性。肖尔斯

（Shores） 和韦斯特 （West） 针对 SOPARC 研究提出批判观

点，认为SOPARC虽然是个有价值的研究工具，但由于公

园游憩活动季节性强，研究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环境[39]。科恩 （Cohen） 则通过实例分析SOPARC在游憩观

察时的有效频次，最后得出结论，一个简短有效的

SOPARC使用过程所需时间频次为4天/周，4次/天[40]，这为

后来使用SOPARC方法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观测时

间依据。怀廷（Whiting）使用拦截调查（游客访谈）、退出

调查 （对车辆统计） 和SOPARC3种不同数据采集方法对美

国佐治亚州的3个公园进行调查，认为SOPARC是科学的数

据采集工具，与其他调查方法结合使用更有效[36]。虽然

SOPARC 方法在应用初期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但西方学

者对SOPARC方法的应用价值达到了共同认可。

3 评述与启示

3.1国外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方法应用研究的特点

3.1.1研究内容涉及较广

西方学者应用 SOPARC 方法的研究区域以英语国家为

主，重点研究美国的多个州，也研究了加拿大、澳大利亚、

比利时、巴西、土耳其、中国等国家的少量地区，研究区

域范围逐渐扩大，研究方法在西方国家逐渐得到认可和普

及[41]。西方学者将 SOPARC 方法从最初的体育活动研究推

广应用到户外开放空间的游憩活动，研究内容较为广泛：

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和不同种族人群的游憩活动进行

分类研究[42,43]；除了针对健身类游憩活动研究外，还应用到

娱乐、购物、遛狗等其他游憩活动[44,45]；对不同国家区域、

不同类型公园、不同地理区位等各类尺度空间的游憩地进

行了实地观察应用[46-48]；在对游憩活动研究的基础上，分析

游憩者行为和环境的关系，并深入探讨游憩环境设施规划

和游憩地管理的问题[49-51]。

3.1.2研究方法科学有效

麦肯奇提出 SOPARC是在开放环境中瞬时获取人们户

外活动信息和环境信息的有效工具，使用SOPARC方法获

取信息高效便捷，可依据研究目标确定观察季节、日期和

频次，对若干个游憩地进行批量观察数据获取[1]。西方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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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经过实证研究后认为该方法是科学有效的数据信息采

集工具，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应用SOPARC方法是通过

设计观察量表，选定目标区域，排序编码，培训观察员并

实地观察，获取数据统计分析的科学研究过程。西方学者

应用SOPARC方法研究时，将传统数据采集方法 （如拦截

调查、退出调查） 以及现代采样评估方法 （如公共空间环

境评估工具EAPRS）结合应用，使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数据，

研究过程和结果科学有效[52,53]。

3.1.3研究细节针对突出

西方学者应用 SOPARC 方法时，注重游憩地选择、游

憩者细分、目标区域环境分析的细节研究。通常制定具体

的游憩地选择标准，通过评估游憩地内部的设施、管理、

服务 （公园内是否开展演艺类活动，是否设置游憩活动中

心，是否提供足量游憩设施，遛狗者的管理政策现状，全

职工作人员的数量现状等） 或者评估周边社区状况 （公园

周边居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居民的种族结构、公园的可进

入性等），几乎不会随机选择研究区域[54-56]；对各类游憩人

群研究细致，麦肯齐 （McKenzie） 将游憩者划分为老年、

中年、青少年和儿童4个年龄段[1]，一些学者研究特定年龄

段人群，将该年龄段人群再次细分并进行深入研究；重视

目标区域环境特征分析，提出目标区域的划分会影响观察

结果的有效性[57,58]，大多数研究者观察案例地区的多个目标

区域环境并分析其特征。

3.1.4研究应用存在局限

西方学者虽然普遍认可 SOPARC 方法具有应用价值，

但研究应用仍存在局限性：SOPARC 方法能够评估某个时

刻发生的游憩行为，难以评估持续的户外游憩行为，可能

导致户外游憩活动研究内容的不全面；原始量表设计的目

的是评估体育健身类活动，强调基于性别不同的活动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对活动强度进行分类，量表应用存在局限

性[59]；研究者选取的研究区域以英语国家为主，重点是美国

的各个州，研究区域范围存在局限性；研究者制定具体标

准选择案例区域，未研究整个户外开放空间系统，可能使

研究结果缺乏普遍性；研究者设定具体的研究时间段，通

常集中安排 1—2个季节开展观察活动，可能使研究结果不

全面；观察员的技术和天气状况会影响SOPARC方法的应

用及分析结果。基于此，若将SOPARC方法引入我国，需

要充分考虑其应用局限性，在量表设计、采样手段、分析

方法等方面改进和优化。

3.2对国内社区玩耍与游憩观察系统研究的启示

3.2.1引入我国应用需依据国情改进方法

虽然 SOPARC 方法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得到较普

遍的应用，但尚未普及到亚洲国家，我国极少量学者研究

应用 SOPARC 方法，研究成果有限[60]。国内鲜有学者将

SOPARC 方法应用到户外游憩活动、游憩行为与环境关系

以及游憩地管理规划中。目前，我国社区玩耍和游憩研究

的理论方法尚未成体系，将近年我国社区玩耍和游憩行为

研究的常用方法归纳总结，发现我国学者通常应用问卷调

查、现场访谈、日志调查、行动观察法获取活动信息[61-65]，

也借助运动传感器等先进技术获取活动数据[66]。这些方法技

术各具应用特点 （表 2），在我国游憩行为研究方面起到积

极作用，但在获取开放环境中游憩活动的批量瞬时信息方

面存在困难。基于此，将SOPARC方法引入我国的玩耍与

游憩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由于SOPARC方法在研究

应用中存在局限，且中西方国情存在差异，因此将其引入

我国应用需在量表设计、采样手段、分析方法方面提升和

优化。

（1）量表设计

西方学者普遍使用麦肯齐 （McKenzie） 设计的原始量

表，若将SOPARC方法引入我国，需要改进原始量表以适

宜我国研究。原始量表中性别、年龄、种族3要素的设计不

适宜我国，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对游憩者的人口统计方面

存在差异，东方国家种族观念较薄弱，量表设计中的种族

项可以忽略。另外，原始量表设计的户外活动强度分为轻

微、中度和剧烈3个层次，划分不够具体，未将具体的行为

类型归类到3个活动层次下，不便于观察者应用。总之，在

具体应用时，应改进优化SOPARC原始量表，使其适应我

国国情和研究需要。

（2）采样手段

将 SOPARC 方法引入我国可结合抽样调研技术选取研

究区域和观察人群，以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遍适应性，同时

调整具体观察时间，在多个季节实施观察任务。重视观察

员的培训，以增强其实际操作能力。可以尝试与问卷调查、

结构访谈和无结构访谈方法等传统采样评价方法结合应用，

还可以尝试与现代采样评估方法如公共空间环境评估工具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public recreation space, EAPRS）

以及邻里绿色空间测量工具 （neighborhood green space tool,

NGST）等结合应用，EAPRS和 NGST方法用于评估游憩地

的环境，SOPARC 方法主要获取游憩活动和环境信息，多

种手段能够更加综合的调查和分析游憩地环境和游憩者状

况。近年来，信息通讯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

tion technologies，ICT） 的发展，城市居民在 ICT使用过程

中留下的大数据痕迹，为游憩行为的科学化分析及商业化

应用提供了基础[67]，因此，在开放空间的居民游憩活动研究

中，SOPARC方法和大数据结合应用也是未来探索方向。

（3）分析方法

使用数理统计方法处理 SOPARC 获得的数据是西方学

者常用的分析手段。若将SOPARC方法引入我国，除借鉴

使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外，可以将SOPARC与GIS结合应用。

户外游憩是以资源为基础的，占据空间的活动[68,69]，其管理

与规划同资源基础与空间信息密不可分，GIS具有强大的空

间分析手段和数据处理能力[70]，尝试将SOPARC采集的游憩

活动和环境特征数据应用GIS在地图上表现出来，从时间和

空间结合的角度分析游憩者和游憩环境，增强研究结果的

客观科学性。

3.2.2可尝试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

（1）游憩行为特征调查

麦肯奇 （McKenzie） 研创出 SOPARC 方法的目的是瞬

时批量高效获取户外游憩活动信息，在游憩行为研究领域

的应用最为广泛。游憩行为是游憩者依据自身的思想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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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游憩资源进行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受游憩者心理、

动机和决策行为等方面的影响[71]，由于游憩者类型多样，心

理动机复杂，游憩环境综合多元，目前我传统的游憩行为

研究方法应用有限，SOPARC 能为我国游憩行为研究提供

技术支撑。尝试设计符合我国本土化的SOPARC量表对目

标区域进行实地观察，掌握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人群在

各类游憩场所不同时节的活动行为方式，能够全面科学客

观的获取我国游憩群体行为特征，深入分析游憩行为的环

境影响，为游憩规划和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2）游憩设施和环境规划

现代意义上的游憩规划是以人为中心，科学开发利用

游憩资源，优化游憩空间，提高游憩价值，既要满足本地

居民的游憩需求，又能为外来游憩者提供优良游憩环境。

在规划中使用SOPARC方法能够科学客观的获得批量的游

憩活动信息，准确把握游憩活动强度、频次、时间等信息，

为游憩设施和空间环境规划提供依据。将SOPARC方法应

用于我国游憩规划，重点可应用于游憩设施和环境规划方

面。可借鉴西方学者在游憩环境营造和改善上的应 用[72]，

通过SOPARC方法获取数据，分析游憩者对游憩设施和环

境的偏好和使用情况，从而合理配置游憩设施和空间规划；

通过SOPARC方法获取数据分析居民在游憩地改造前后的

行为变化特点，为游憩设施的更新改造提供参考依据[73]；通

过SOPARC方法获取游憩地环境特征信息，评估游憩地环

境现状，为游憩环境优化提供建议。

（3）游憩地管理

游憩地管理内容复杂，与游憩规划有一定关联，

SOPARC 方法可用于辅助游憩地管理研究和实践。我国学

者可将SOPARC方法应用于游憩环境和设施管理、游憩管

理计划和政策制定、游憩管理模式创新等方面。借鉴西方

研究，应用SOPARC方法探讨居民对环境特征如 （可达性、

安全性、可进入性） 的感受值与居民活动强度的关联，为

游憩环境和设施管理提供建议；应用SOPARC方法研究游

憩活动时间、活动频次、活动强度，辅助管理者设置合理

的游憩地开放时间和评估游憩地环境容量，限制游客量以

保护游憩环境；通过SOPARC方法获取游憩者和游憩环境

信息，有助于管理者制定管理策略，改善管理模式，协调

利益相关者，促进游憩地可持续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SOPARC 方法能够为我国游憩研究提

供技术支撑，综合其它采样手段可应用于游憩行为特征调

查、游憩环境和设施规划及游憩地管理。西方学者主要将

SOPARC 方法应用于城市的户外开放空间，研究对象是城

市居民，涉及到乡村地域和室内空间的研究较少[74]。我国以

乡村居民为主体的游憩空间建设滞后，我国学者对乡村居

民游憩活动和空间的研究也较薄弱[75]，因此，我国在引入应

用 SOPARC 方法时应重视城市和乡村区域的研究。另外，

应用SOPARC方法研究室内空间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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