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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亲”与“子”消费需求满足的 

亲子客房设计研究 

——以四川雅安荥经某温泉度假酒店为例 

胡晓立
1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在亲子游市场的持续增长下，亲子客房的需求日益增加。结合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文旅融合

要求，本文在分析“亲”“子”消费需求的前提下，对亲子客房的建设提出了满足文化、安全、健康、舒适、科技、

个性需求的要求，并结合四川雅安荥经某温泉度假酒店的亲子客房，提出应围绕消费需求进行改进的建议。 

【关键词】：消费需求 亲子客房 设计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 

1 前沿 

1.1亲子酒店开发的现实背景 

自新冠疫情暴发后，国内市场占绝对主导地位，住宿业发展不可避免地走入了“双循环”新格局，这也导致消费观念和消

费行为的变化，例如住宿客人对住宿业业态创新和服务品质要求更高，对住宿业从住宿需求转变为旅游目的地需求，更加关注

健康、卫生、安全和品质，对智能化、无接触式服务需求增加。2021 年 3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通过，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这要求住宿业摒弃原有“住宿+餐饮”供

应模式，在产品中融入文化元素，使文化展示、产品体验等与酒店文化内涵相辅相成并形成文化、酒店、旅游 1+1+1>3的效果。

这些变化倒逼住宿业供给侧变革，住宿企业应及时研判情势，调整产品供应和经营策略，以快速匹配新形势下的政策要求和市

场需求。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旅游产业发展趋势与投资决策分析报告》数据显示，近年来，家庭亲子游成为旅游市场新趋向。

从 2014-2019 年中国亲子游在线交易市场规模数据来看，整体市场规模呈现持续性增长趋势，2014 年中国亲子游在线交易市场

规模为 67 亿元，2018年其市场规模上升到 500亿元，2019 年上升为 710亿元。携程最新发布《2020 年中国亲子游消费趋势报

告》中，2020年亲子出游频次由 2019年的 2.7次下降至 2.4次，不过相较于其他主题旅行，亲子游市场恢复程度已经十分可观，

尤其是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出游需求呈现 V字上涨。 

住宿是拓展旅游利润链的核心环节，留住住宿就留住了亲子游经济。作为亲子游上游产业的住宿业，也应该迎合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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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符合住宿客人需求的亲子住宿产品。其中作为最主要的住宿产品和客人留置时间最长的地方，亲子客房的研究就显得尤为

重要。住宿客人需求的变化、文旅深度融合的要求、亲子客房设计遵循的原则，以及这些需求和原则如何在亲子客房的设计上

得以落实和体现，形成有力的住宿吸引，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图 1在线亲子游市场规模 

1.2亲子客房的研究现状 

任骏颖、戴晓丹等(2021)认为目前住宿业对于亲子客房的研究过于表面，房间注重了装修风格而没有注重床的尺寸、桌子

高度等细节，应该围绕儿童的年龄段、性别、心理活动等来进行客房的设计；李莉、夏小清等(2019)认为亲子客房应安全第一、

消除隐患，突出儿童消费主体的地位；徐璐(2019)认为亲子客房要有主题设计，也要规范标准。高畅(2020)认为上海迪斯尼乐

园酒店应加强对酒店客房卫生的排查，要求清洁工人每天更换床单，加强酒店客房隔音效果，提高酒店的文化氛围。 

2018 年携程发布了《2018 携程酒店亲子房白皮书》，主要与高星级酒店合作推出旗下“游游亲子房项目”，并推出业内首

个亲子房标准，呼吁业内出台统一的亲子房标准。这也是亲子房 OTA+模式的尝试。 

尽管如此，目前对于亲子客房的设计研究尚不多见，大部分学者都在亲子住宿的研究中进行了少量论述，研究不够全面和

细致，疫情之后出现的新的需求，消费市场的固有需求并没有讨论完全。因此，本文的研究旨在迎合市场的需求，希望将政策

的引领、住宿客人的需要、前瞻的指引性融合起来，弥补理论研究的部分空白，对亲子住宿业有实际指导作用。 

2 亲子客房消费需求分析 

要设计符合市场需求的亲子客房，人们需要对消费市场进行分析，对住宿用户进行画像，并同时关注“亲”与“子”的需

求。 

根据《2018携程酒店亲子房白皮书》，亲子客房以小规模核心家庭为主要客源，2+1(2大 1小)或 2+2(2大 2小)结构占 58%，

三代一起出行的比例为 22%。住宿客人最关心的儿童设施与服务是儿童早餐、玩乐设施，此外，在儿童政策方面，最关注的问题

则是儿童加早餐价格及要求。 

2.1“亲”的分析 

2.1.1亲子客房父母年龄分析。 

根据携程最新发布的《2020 年中国亲子游消费趋势报告》，个性鲜明的“80 后”、“90 后”父母更愿意带娃出游，这也是

亲子客房的主要客源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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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亲子客房父母年龄占比 

80后、90后大多是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生活的物质条件较好，在消费上体现出乐观消费主义，敢于冒险，消费目的更强

调追求快乐、享受生活，重品牌，重时尚，重视互动式体验。在育儿观念上，注重体验式的教育方式，乐于让儿童通过接触世

界来学习，注重亲子情感的培养。 

2.1.2亲子客房父母决定权性别分析。 

根据携程《2020年中国亲子游消费趋势报告》，在出游预订决策中，妈妈更具话语权。 

 

图 3亲子客房预订性别占比 

女性相较于男性，对情感的体验更细腻。因此妈妈们在选择亲子客房时，十分重视客房的主题寓意、色彩、温馨的氛围；

由于其具备的细心的品质，往往会关注细节，如客房的面积、床的大小、儿童友好程度等；同时，能吸引妈妈们的还有创新的

体验，如数字化的科技客房和个性化的定制服务等。 

2.1.3父母消费水平分析。 

根据携程《2020 年中国亲子游消费趋势报告》，疫情影响下出境游市场被迫回流，2020 年亲子游市场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在亲子酒店占比中，4 星、5 星酒店合计占比达 45%。“精品化”“主题化”趋势愈发明显，“品质酒店”也随之成为亲子游的

重要组成。 

事实上，当下亲子游市场火爆的背后，是家长对于“带娃出游”观念的转变。对于这一代年轻父母来说，亲子游的意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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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带孩子出门旅行”而是“通过旅行让孩子认知世界”，是重要的寓教于乐方式，同时也是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桥梁。 

2.2“子”的分析 

根据携程《2020年中国亲子游消费趋势报告》，在参与亲子游的儿童群体中，0～3岁婴幼儿占比 7%；4～6岁学龄前儿童占

比 13%；有 60%的客群集中在 7～12岁之间，以求知与探索为需求的小学生成为亲子游市场主力军。 

2.2.1儿童生理特点 

《儿科学》中将儿童时期大致分为胎儿期、新生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学龄前期、学龄期 6 个年龄期。亲子客房的主要

客源为 1～3岁的幼儿期，3～6岁的学龄前期和 6～12岁的学龄期。他们的生理特点如下表： 

表 1亲子客房主要儿童客源生理特点 

年龄

区间 
1～3岁幼儿期 3～6岁学龄前期 6～12岁学龄期 

生理

特点 

智力发育增强，愿意模仿，语言表达

能力增强但缺乏自我识别能为。 

智力发育进一步增长，好奇心和求知欲

强，喜欢提问，但自我控制能力仍差。 

智力发育快速，记忆力和自主思考能力

增强，有较强的可塑性但分辨能力弱。 

 

可见，幼儿期的儿童适合重复性、模仿性的游戏，低学龄期的儿童可以安排科普类书籍，例如《十万个为什么》；小学阶段

的儿童可以挑战快速记忆的游戏，逻辑分析的书籍等，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需求满足应该实现个性化、定制化。 

2.2.2儿童身高体重范围 

根据《中国 7岁以下儿童生长发育参照标准》和《中国儿童身高管理现状调研报告》，现将 4～12岁儿童的身高体重整理如

下： 

表 2 4～12岁儿童的身高体重 

 
体重(单位 kg) 身高(单位 cm) 

年龄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4岁 14.8～17.8 14.3～18.3 97.8～107.2 97.6～105.7 

5岁 16.6～21.1 15.7～20.4 105.3～114.5 104.0～112.8 

6岁 18.4～23.6 17.3～22.9 111.2～121.0 109.7～119.6 

7岁 20.2～26.5 19.1～26.0 116.6～126.8 115.1～126.2 

8岁 22.2～30.0 21.4～30.2 121.6～132.2 120.4～132.4 

9岁 24.3～34.0 24.1～35.3 126.5～137.8 125.7～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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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 26.8～38.7 27.2～40.9 131.4～143.6 131.5～145.1 

11岁 30.95～46.33 29.9～44.09 132.1～152.1 133.4～153.3 

12岁 34.67～52.31 34.04～49.54 137.2～151.9 139.5～158.8 

 

4-12 岁儿童的身高体重差异较大，在客房的床、桌椅、洗手台、恭桶、沐浴的花洒等高度上，在浴袍、拖鞋的尺寸上，要

准备充分，照顾不同年龄层的儿童。 

2.2.3儿童心理特征。 

根据鲁道夫·谢弗的《儿童心理学》，4～12岁儿童的心理一般特征整理如下表： 

表 3 4～12岁儿童的心理特征 

注意特

征 
注意力不持久，容易被生动、具体、形象的事物和形式新颖、色彩鲜艳的对象所吸引 

知觉特

征 

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比较模糊，感知事物比较笼统，看不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特点；从无意性、情绪性、模糊性、无组

织性向有意性、目的性、精确性和有组织性方向发展 

记忆特

征 
记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无意识记忆向有意识记忆发展，从机械记忆向意识记忆发展 

想象特

征 
还有片段、模糊的特点，但向正确和完整地反映现实过渡，具有直观性和具体性，年龄越大，想象的创造成分越多 

 

在亲子客房的装饰装修、书籍游戏设置中，可以针对心理特征来进行设计。例如针对儿童喜欢色彩鲜艳的对象这一点，亲

子客房的墙面、布草、浴衣等都可以采用明艳活泼的色彩。 

2.3亲子客房消费需求分类框架 

通过对亲子需求的分析，将他们的需求和基本的需求、疫情需求结合，进行了归类，搭建了分类框架如下： 

表 4亲子客房消费需求分类框架 

亲子客房需求 亲的需求 子的需求 

安全 基本需求 基本需求 

健康 基本需求、疫情需求 生理条件的需要 

舒适 品质需求、客房面积、床的大小、儿童友好程度 儿童友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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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主题寓意、寓教于乐 好奇心和求知欲 

科技 时尚、亲子互动、创新体验 新鲜的事物 

个性 时尚 生理条件的需要 

 

2.4亲子客房需求分析 

2.4.1安全需求。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第二层次就是对安全的需求。出门在外，住宿客人会对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比平时更重视，也更

敏感。安全需求是住宿客人最重视也最重要的需求，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事实上的安全，包括客房设备安全、客房电

器安全、客房饮用水安全，客房消防安全等；二是心理上的安全，指客房的硬软件营造出的安全氛围，如保险箱及门锁可靠、

逃生示意图清晰准确、卫生间防滑措施到位、服务电话随打随应等。 

对于亲子客房，安全还包括了对儿童的保护措施是否到位。例如客房所有家具采用圆润光滑的转角，有防撞条，房内所有

可移动物品采用耐摔不易烂的材质，mini 吧的烧水壶有防烫和锁倾倒功能，房内地毯柔软有厚度，跌倒不易受伤，睡床有可自

由升降的防护栏等。 

2.4.2健康需求。 

客房的健康首先体现在客房内各项家具、电器、装饰装修材料应环保、节能，其次温湿度、光照、噪音、清洁卫生等应符

合《旅店业卫生标准》(GB9663-1996)。 

疫情发生以来，人们对健康的关注空前高涨。亲子客房除了温控系统以外，应该要配备新风系统，保证新鲜空气的流通，

客房在封闭的情况下无异味，同时视情况配备空气净化器，保证客房空气质量达到良好以上。亲子客房的消毒要每日进行，客

用品，如床上用品、毛巾等要每日更换。客房内要配备安全无刺激的消毒液、洗手液、一次性口罩(包括儿童口罩)、体温计等

防疫物资。 

2.4.3舒适需求。 

舒适其实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但舒适感可以通过客房的软、硬件营造出来，如体量十足的空间感、搭配和谐的色彩感、方

便实用的使用感、温馨浪漫的氛围感等。 

亲子客房中，有符合大人、小孩各自人体工程学原理的设施设备，有足够宽敞的床铺，有秒出热水、灵活调节的沐浴设备，

有亲子阅读的书籍、亲子游戏的道具……这些都能让住宿客人感觉到舒适。 

2.4.4文化需求。 

这是目前亲子客房设计中最缺乏也是最难的一点。根据携程发布的《2020 年中国亲子游消费趋势报告》，在 2020 年最受亲

子喜欢的酒店榜单中，排名前十的酒店分别是：广州长隆熊猫酒店、三亚海棠湾仁恒皇冠假日度假酒店、三亚·亚特兰蒂斯、

上海迪士尼乐园酒店、珠海长隆企鹅酒店、上海佘山世贸洲际酒店(世贸深坑酒店)、珠海长隆横琴湾酒店、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度假酒店、恐龙人俱乐部酒店(常州中华恐龙园官方店)、乌镇乌村酒店。这些酒店大多以可爱的动物、海洋世界或者卡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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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十分有趣。 

亲子客房应该首先是有趣味的，对儿童客人有吸引力。客房有活泼的色彩，受人欢迎的动物或卡通 IP，亲子书籍、玩具等。

但是仅仅有趣是不够的。从家长意愿来说，希望儿童在旅途中能受到教育，从国家十四五规划来说，倡导文旅的深度融合，从

住宿业来说，文化内涵能提升产品品质。因此，亲子客房应挖掘与住宿设施所在城市、地区有关的中华文化，并在客房设计中

融入此类文化，运用卡通形象、讲述中国故事、设计文化游戏，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让儿童心身愉悦同时学到了知识，陶冶

了情操。例如在四川成都市武侯祠附近的亲子客房，可以提炼三国文化融入亲子客房设计中，以三国文化为亲子客房的主题，

将桃园三结义的义薄云天兄弟情、诸葛亮草船借箭的中华智慧等或者以卡通形象描绘在墙上，或者以亲子书籍的形式放在书写

区域，再或者和体感游戏等结合在一起。 

2.4.5科技需求。 

随着大数据、5G、VR/AR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数字化技术已悄然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存储、消费方式甚

至是基本形态。数字化发展已成为文旅产业未来发展趋势，住宿业也不例外。 

亲子客房无论是从住宿客人的入住体验还是激发儿童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来说，都应该拥抱数字化技术，打造科技化的智慧

亲子客房。例如面部识别门锁系统、语音控制的家居系统、大数据分析客人喜好设置的香氛系统、VR 云览酒店系统、体感互动

娱乐系统、智慧管家预订系统等。 

2.4.6个性化需求。 

从之前对儿童的各项分析可知，随着年龄的增长，4-12岁儿童在很多方面呈现巨大差异。例如 4岁～12岁儿童身高的差最

大可达到 60 多厘米，鞋子尺码更可以跨度多达 10 个尺码。很明显，亲子客房不适合配备同尺码的浴袍、拖鞋等。在浴巾、牙

刷等物品的颜色和图案方面，男生和女生的爱好也迥然不同。亲子游戏方面，4 岁儿童会喜欢模仿类的游戏，而 12 岁儿童更喜

欢探索类游戏。 

因此，在耐用品和一次性消耗品、亲子阅读书籍、游戏道具等方面，亲子客房应该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儿童，提供

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例如在预订阶段，可以请客人提供同行的儿童年龄和性别，客房部可以提前进行物品的配备。或者采取自

选方式，更为灵活有趣：在客人到店后，邀请儿童客人到自选区域自行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些小件物品，如牙刷、拖鞋、亲子书

籍等，更增添入住的乐趣。此外，对于家具类不可移动的物品，客房部可以提前根据儿童的情况进行调整，例如调整儿童床的

高度，桌椅的高度等。总之，应针对住宿客人的实际情况，提供可选项、定制项，贴合客人的需求，让客人体验独一无二的入

住体验。 

3 亲子客房的设计研究——以龙苍沟某温泉度假酒店为例 

亲子客房的设计应同时尊重“亲”和“子”需求，遵循安全、健康、舒适、文化、科技、个性化的需要；但由于具体酒店

所在的区域不同，历史文化渊源不同，在设计亲子客房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的制作方案。因此，本研究将以龙

苍沟某温泉度假酒店为例，给出亲子客房设计的一些建议。 

3.1龙苍沟某温泉度假酒店亲子客房基本情况 

3.1.1龙苍沟某温泉度假酒店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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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苍沟某温泉度假酒店于 2019 年 2 月开业，位于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龙苍沟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入口处。酒店拥有 63 间客

房，包括景观大床房、景观双床房、景观套房和景观亲子房四种房型，全部配备地暖。入住客人可免费浸泡室外公共山泉水温

泉。 

3.1.2龙苍沟某温泉度假酒店亲子客房基本情况。 

酒店亲子客房共有 6间，分布于酒店的 1、2、3楼。亲子客房面积 30平方米。储存区设有墙上的挂钩和行李架。盥洗区分

为恭桶区、淋浴区和洗漱区，其中恭桶区和淋浴区是单独分隔的小间，洗漱区为开放式。睡眠区配有 1张 1.5m双人床和 1张 1.2m

单人床。书写区设有儿童方桌和椅子。房间内的儿童友好设备如下：房间内 1.2m单人床的墙上有卡通动物图案，床上有卡通抱

枕，床上铺设颜色鲜艳的卡通图案布草。mini 吧旁边设有儿童方桌和椅子，游乐设施有卡通木马一架。房内有儿童浴衣、儿童

拖鞋和儿童漱口杯。客房部赠送欢迎果品，晚安牛奶等小礼品。 

3.2龙苍沟某温泉度假酒店亲子客房的优点 

目前国内还没有亲子房的行业标准，《2018携程酒店亲子房白皮书》中，推出了携程自己的亲子房标准。标准包含硬件设施、

配套服务、儿童体验等方面。在硬件设施方面，亲子房要求房间面积不低于 30平方米，含儿童喜欢的卡通主题软装设计，使用

符合标准的儿童洗漱用品、儿童浴袍拖鞋、卡通抱枕等。在配套服务方面，提供免费足量纯净水；提供免费婴儿床/免费加床等

服务；提供免费大礼包。在儿童体验方面，要求亲子房房间内含有儿童娱乐设施，如儿童玩具、儿童读物等。 

用携程的标准来衡量某酒店亲子客房的话，在硬件设施和儿童体验方面，是可以达标的。 

3.3龙苍沟某温泉度假酒店亲子客房的不足 

结合前文的亲子需求分析，某酒店亲子客房在文化需求、舒适需求、安全需求、科技需求、个人化需求等方面，都没有充

分满足。 

3.3.1文化需求不满足。 

在酒店亲子客房中，的确运用到了儿童喜爱的卡通元素，如小飞象、斑马、小猪佩奇、小兔子、大熊猫等。但是这些元素

都是随意拼凑，只能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在展示雅安、荥经、龙苍沟景区的文化内涵，酒店的人文理念、对儿童的文化熏陶、

寓教于乐等方面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 

3.3.2舒适需求不满足。 

(1)客房面积的不足。 

和普通的客房相比，除了常备的五大功能区域(盥洗区、储存区、睡眠区、书写区、起居区)外，亲子客房应该多设置一个

儿童的娱乐区，所以房间面积应当比普通客房宽敞一些，30 平方米仅仅是达到了携程的最低线标准，实际上，从舒适度的角度

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奇怪的是，在某酒店的四种房型中，景观双床房和景观大床房的面积是 32平方米，景观套房的面积

是 64平方米，本该宽敞的亲子房却是面积最小的一种房型。 

(2)储物空间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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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酒店亲子客房并没有设计壁柜，储存区域由墙上的挂钩和行李架组成。这种体量对于普通客房都是不够的，更不要说携

带儿童，可能会增加的各类儿童衣物、生活用品、甚至儿童玩具的亲子客房了。 

(3)盥洗区设置不合理。 

 

图 5某酒店亲子客房盥洗区平面示意图 

如图所示，房间的盥洗区由淋浴区、恭桶区、洗手台三部分组成，其中淋浴区和恭桶区采用了玻璃隔断，洗手台是开放式。

用一幅可升降的竹帘将盥洗区和紧邻的睡眠区进行了分隔。 

 

图 4某酒店亲子客房(来自 OTA平台) 

盥洗区是一个私密区域，即使是亲密如家人，在如厕、洗澡时也应该有自己私密的空间，玻璃隔断显然无法满足这一点。

同时，在防潮、防臭等方面也不尽如意。洗手台设置成三面开放式，放置的易碎品如漱口杯等，增加了滑落损坏的风险。另外

这个区域对于儿童也不友好。恭桶高度、洗手台高度、花洒的高度都只考虑了成人。在夜晚如有起夜的客人，竹帘、玻璃隔断

也无法阻隔各种不雅的声音，刺眼的光线，从而造成干扰。 

(4)床的宽度和高度不合理。 

在前文的分析中，入住亲子客房的模式以 2+1 和 2+2 为主，但是 1.5 米+1.2米床的宽度显然只考虑到了 2+1 模式，而由于

其客房面积有限，不支持加床，也就彻底让 2+2 的客人难以保证睡眠的舒适性。此外，儿童床和成人床的高度一致，不符合人

体工程学，儿童床没有防护措施，也不利于睡眠的安全。 

(5)书写区域只关注了“子”，忽略了“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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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区域有儿童的方桌和椅子，可供儿童进行阅读、书写、玩乐，但是父母的桌椅并未提供。80后 90后妈妈们是很可能需

要梳妆打扮的，如果还需要临时处理公务之类，就会造成不便。 

(6)儿童生活用品配置不合理。 

从亲子分析可得知，儿童的身高体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差异较大，因此客房内提供的浴袍、拖鞋应该考虑到不同年龄段孩子

的实际情况，不应该简单放置统一型号。 

(7)儿童体验单一。 

亲子客房在娱乐方面，为儿童设有儿童桌椅和木马。儿童桌椅高度固定，不符合 4～12 岁主要客源的身高差异，木马这种

玩具仅仅对低龄儿童有吸引力，受众年龄非常受限。其次，亲子书籍、亲子游戏、亲子玩具都缺乏。在入住和结账离店方面，

以父母办理为主，没有儿童自主的选择。 

(8)缺乏亲子互动体验。 

亲子客房在亲子互动方面的硬件提供几乎没有，例如亲子阅读的书籍、亲子游戏的道具等。 

3.3.3安全需求不满足。 

客房内地面采用的是木地板，家具转角是直角，漱口杯是玻璃和陶瓷的易碎品，床没有护栏，mini 吧的烧水壶并没有倾倒

锁，电源插座没有安全防护……总之，亲子客房的安全性考虑不周全，有潜在危险。 

3.3.4科技需求不满足。 

亲子房的门锁是电子磁卡锁，房间内配备了电加热地暖。除此以外，房间内的科技配置几乎没有，信息化技术的运用非常

缺乏。当然，这跟酒店的预算有关，也跟管理者的管理思想有关。 

3.3.5个性化需求不满足。 

房间内的硬件配置都是统一标配，既没有考虑人体工程学，也没有体现出亲子客房的个性化、定制化的原则。 

(1)免费纯净水供应不足。 

根据《2018 携程酒店亲子房白皮书》，亲子客房客人需要足量的免费纯净水，这固然会带来一定成本，但对于实际售价为

600元以上的房间来说，应该是不影响利润率的。实际情况却是，房间内每日固定提供两瓶 500ml的纯净水，这显然与客人需求

是不相符的。 

(2)缺乏托婴服务。 

亲子客房并不提供托婴服务，会为有此需求的父母带来困扰。 

(3)不提供加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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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客房面积有限，不支持加床服务和婴儿床服务，让 2+2类型客人人均占床宽度仅为 0.6米，严重影响其睡眠舒适度。 

(4)人性化服务缺乏。 

客房部在管理上过于重视成本控制，缺乏人性化关怀。例如漱口杯由于洗手台三面开放而被客人不小心掉落损坏，服务人

员到房间后，不仅没有关怀客人的安全，而是首先强调需要进行赔偿。 

3.4龙苍沟某温泉度假酒店亲子客房改进建议 

在某酒店亲子客房的改进建议分析中，总的需要遵循满足亲子安全、健康、舒适、文化、科技、个性需求的原则，在预算

允许的情况下去进行调整。但有一些不足是难以改变的，例如客房的面积，只能在今后大翻新时考虑 3改 2或者 2改 1。以下讨

论的是可以改变部分的建议。 

3.4.1满足文化需求的改进建议。 

在客房的硬软件改进之前，首先应该考虑的文化内涵的改进，这是统领性的要素。文化内涵的打造不是凭空想象，更不是

随意拼凑，而是应该从酒店的地理区位出发，从酒店所处的历史文化渊源出发，深度挖掘可以与酒店结合的文化内涵，加以提

炼、加工，运用于亲子客房的装饰、配置、服务中，让亲子客房的文化内涵浑然一体，衬托酒店档次，提升亲子客房的品味和

寓教于乐的功能。 

酒店地处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龙苍沟景区，区域位置优越。雅安是中国南路边茶茶马古道的起始地，茶文化源远流长；雅

安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命名地和模式标本产地，熊猫文化老天赏赐；雅安还有安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

遗址和宝兴硗碛藏族乡毛泽东、朱德长征旧居、红军翻越夹金山的故事，红色文化氛围浓厚，此外雅安是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结

合过渡地带，民族文化丰富多彩；2019年 11月荥经砂器烧制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非遗文化当仁不让；

龙苍沟还是传说中孟获住过的地方，三国文化神秘引人。 

因此，酒店可以从打造理念和预算出发，从茶文化、熊猫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非遗文化、三国文化中进行选择，

打造有文化内涵的主题亲子客房。一旦确定亲子客房的主题，那么从墙壁的装饰、亲子阅读书籍的选择、亲子游戏的道具、电

视影音、房间布草、各种物品的配置上都要围绕主题进行产品的开发。 

3.4.2满足舒适需求的改进建议。 

在硬件设施上，首先要解决的是客房的布局问题，经过前文的分析得知，亲子客房缺乏储存空间、父母书写空间、亲子游

戏空间，盥洗区域布置也不合理。那么，就需要想办法增加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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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调整后盥洗区平面示意图 

如图所示，盥洗区域经过调整以后，解决了分布不合理，使用不舒适的问题，可供客人同时如厕、沐浴和洗漱，保护客人

隐私，同时利用分隔的墙体做了进深比较窄的衣柜，浴巾、客人衣服可以平挂，增加储物空间。 

由于客房面积有限，那么只能考虑向空中诉求功能区间。可以考虑放置可变家具，如可拉出扩宽的床，或者符合儿童人体

工程学的上下铺，上铺为儿童床，有床围栏，保证儿童安全，下面为儿童的书写游戏区域、亲子互动区域；上下铺还可以考虑

滑梯连接，增加儿童乐趣，原本放置儿童桌椅的位置改为成人书写区域。 

3.4.3满足安全需求的改进建议。 

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全屋地面(除卫生间和门廊)应铺设厚度不低于 1.2 厘米的地毯，墙面 1.2 米以下做防撞墙处理，全

屋不能出现尖锐或菱角过于明显的家具、装饰物，卫生间浴室防滑处理到位，所有的电源插座有安全保护，烧水壶有防烫装置

和防倾倒功能。 

3.4.4满足科技需求的改进建议。 

根据酒店的理念和预算，可以考虑升级智能家居，如声控窗帘和灯具等。客房的电视可考虑换为云电视，可配置 VR眼镜，

搭配亲子互动体验游戏等。 

3.4.5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改进建议。 

在个性化方面，可以请儿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不同主题的亲子客房，客房部提前根据儿童的性别和身高等准备浴衣、

拖鞋、床上布草、伴手小礼物等物品。在洗手台和恭桶区域，可为儿童配备踩凳，满足不同身高的儿童需求。在淋浴间，可配

备可折叠式浴桶和一次性浴袋。在防疫物质方面，可以考虑配备和客房主题有关的图案的口罩。 

无限提供纯净水，增加托婴服务，开设儿童训练营或者儿童俱乐部，管理层应改进管理理念、增强员工培训，以客人为本，

从人性化的角度改进服务。 

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分析，低龄段的儿童对模仿性的项目比较感兴趣、学龄段的儿童对探索性的项目比较感兴趣。亲子客

房可以考虑设置不同的游戏项目、亲子阅读书籍。例如低龄段的儿童配置临摹画画的游戏，图画为主的书籍；学龄段的客人配

置简易版密室逃脱游戏，文字为主包含谜题的书籍等。为了增强亲子客房以儿童为主的体验，可以在接待入住和结账离店时设

置儿童服务台，让儿童来办理业务，增强他们的自豪感。客人入住时可以赠送主题文化有关的可随身佩戴的小礼品，如徽章等，

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同时在客房内放置和主题有关的亲子阅读书籍、游戏道具等，还可以考虑与之前入住同一房间的客人在游

戏积分上进行比赛，为下一位入住房间的客人留言等。 

4 结语 

总之，亲子客房要以亲子需求的满足为抓手，以亲子安全、健康、舒适、科技、个性需求为切入点，同步考虑“亲”“子”

的需要，打造符合客人需求的集功能、体验、文化内涵于一体的有“颜”有“用”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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