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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庞大的喜欢旅?的“新老人”群体，成
+

中国旅?
2

业发展银经济的重要

机遇，而酒店健身如何满足中国老年旅?群体的需求，是本文侧重探讨的问题。以

中国老年旅?群体
+

研究样本，结合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通过对老年

群体旅?酒店中健身行
+

的分析，挖掘出该群体对於酒店健身时心理放、生理安

全和社交便利的睶在需求，针对这些需求提出了健身环境及设备通用化、城市特色

健身项目智慧化和健身
-

乐设备本土化的设计理念，?以酒店健身环境的通用性、

健身设备的数位化和健身器材的集成化进行了设计探索，旨在
+

酒店健身房的设

置提出有益参考，对推动银经济有所借鉴。

关键词：老年旅?群体；酒店健身；睶在需求；设计理念；设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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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随著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准提

高，我国实现了从旅?短缺型国家到旅?大

国的历史性跨越，“十二五”期间旅?业已

经全面融入我国国家战略体系，成
"

国民经

济战略性支柱
'

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

口老龄化现象，也成
"

我国当前无法回避的

现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我

国
@Q5@@

亿人口中，
RC

岁以上人口?比

@V


US

，而这其中
RC h RA

岁的低龄老年人

?比
TT5VJS

，接近
@5T

亿。中国人口与发

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认
"

，银经济的大力发

展，不仅可以提升老年人福祉，还将成
"

扩

大
+

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动力，而“十

四五”期间也恰是我国发展银经济至关

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与大资料研

究中心、腾讯社会研究中心等多个单位联

合，於
BC@V

年
J

月共同发?的《中老年互联

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中老年人参与最多

的集体活动是运动健身和旅?，比例分
."

UC5@S

和
RU5QS

。
BCB@

年
K:Z!

全球健身

行业趋势调查
BC 5

显示
X

臧恒佳
8BCB@Y

，第

九个趋势就是老年人健身计划，老年人已成

"

不容忽视的健身群体。既喜欢健身又热

衷旅?的中国老年人，在旅?途中住进了拥

有健身房和游泳池作
"

标配的星级酒店，对

於酒店健身环境和健身设备是否满意？有

何期待？本文试图从设计学视角来探讨中

国老年旅?群体的酒店健身需求，以作
"

酒

店挖掘银经济睶在增长点的参考。

２　研究现状

２．１　中国老年群体出?现状

刘斌和杨钊（
BCBC

）指出，年龄在
TC

岁

或
TT

岁（有研究称
RC

岁及
RT

）以上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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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者，时间、经济和健康水准都有较好的

状态，是旅?市场中最具活力的群体之一：

出?时间长、淡季出?特徵明显。他们旅?

是
"

了追求幸福、怀旧和终身学习，旅?中

的行
"

更多表现在参与活动、丰富社交、增

长见识、自我提升（
F-$$9/"-,8 1, "258 BCCRY

，

对旅?
'

业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与孔

伟硊和曾红颖
XBCBBY

的研究颇
"

一致：按照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老年群体的需要进

行分类，旅?可归类
"

自我实现的需要，健

身归类
"

安全需要；还指出老人不喜欢“养

老助残卡”等称谓的设置，这是老年人需求

来自他人尊重的需要。

传统旅?业中的老年旅?群体喜欢跟

团?，出?目的地主要是自然风光和文化遗

?的观光型和休盻型旅?
X:/1)8 1, "258

BC@QP H

0()%9(8 BC@RY。随著出生於上世纪

RC

年代之後的“新老人”群体出现，他们有

思想、有品位，有爱好、有主见，有追求、善社

交，不服老、敢尝试，在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中，老年旅?市场也呈现多样化、个性化的

发展态势
X

杨磊
8BCBBY

。

２．２　国
&

外酒店健身研究现状

b$+-1(-$

等
XBC@JY

研究了
ZD"

酒店环境

中的气氛瞃索和参与，资料证实：放是

ZD"

环境中的核心情感，虽然酒店
ZD"

也属

於健康旅?的范畴，但与健身还不完全一

致。
Z+9/+

等
XBC@AY

探讨了酒店因素对客人

满意度和情感反应的睶在影响，发现品牌推

广中情感依恋的客
@

比满意的客
@

更容易

参与口碑，因此酒店需要更加关注情感依恋

客
@

，而不是满意的客
@

。在酒店健身中点

燃顾客的情感记忆，
'

生情感共鸣和连结，

比让客
@

满意更加重要。
O&$22(

和
O"(1'

XBC@UY

研究了旅?业中顾客与顾客间的互

动，发现外向性和感知相似性有助於顾客间

互动的发展，这种互动影响?客的逗留欲

望、满意度及忠诚度，从侧面证实了老年群

体喜欢结伴出?的社交属性。

国
+

的
l

超科（
BC@C

）对山东省高端酒

店的健身服务品质进行了研究，发现高端酒

店顾客体育健身服务品质的主要影响因素

有交互服务品质、参与效果品质、活动环境

品质、健身保证性品质和健身评价。王济娟

（
BCB@

）对青岛证大喜马拉雅酒店的服务品

质进行了评价研究，指出要增
5;

乐健身功

能，向顾客提供综合性健康
;

乐体验参与场

景，可将
;

乐健身活动
+

延伸至客房，外延

伸至自然环境。也有基於管理视角从酒店

健身中心的经营现状，建议将健身中心不再

作
"

酒店的附属
;

乐设施看待，而是作
"

酒

店对外竞
*'

品
X

诗颢等，
BCBB

）。一些酒店

健身空间设计上追求新潮和时尚，环境的空

间?局和色彩搭配都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气

息，但与老年群体相关性较弱。

国
+

外酒店健身相关研究都缺乏对老

年旅?群体的关注。但部分学者从其他场

景提出一些设计方向，如针对社区场景和居

家健身情境下的适老化
'

品设计（刘菲，

BC@@

；蓝小燕，
BCBC

），也有基於?戏化视角

对老年人健身
'

品的设计研究（徐佳辰等，

BCB@

），还有些将数位化技术加持在健身
;

乐
'

品上进行设计研究（沈鑫等，
BCBB

；仲

艺，
BC@A

），这些设计虽然不是针对酒店健身

'

品的直接研究，但是对酒店健身设施设备

的设计走向颇有
$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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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思路

３．１　研究样本的确定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年龄段的新规

定中，将
QT h TA

岁定义
"

中年人，
RC h UQ

岁才
"

年轻的老人。鉴於中国现行制度中

法定退休年龄男性
" RC

周岁，女工人
" TC

周岁，女部及灵活就业人员等
" TT

周岁，

且部分特殊工种可提前
T

年退休，而退休人

群又是极其喜欢旅?的群体（高夏丽，

BCBC

），因此本研究在对老年旅?群体的设

定中，将年龄段以
TC

岁
"

老年起点进行划

分，
@C

年
"

一个阶段。同时由於中国人口

平均预期寿命已达
UU5AJ

岁，因此年龄段设

置至
VC

岁以上便不再细分。本文对中国老

年群体的研究均以此
"

基准。

３．２　研究资料获取

本文对老年旅?群体酒店健身需求的

研究应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法和访谈法，

需求设计方向的探索主要?取了设计实践

法。

文献研究：主要通过网络资料库获得。

如国家统计局、中国知网、国
+

网络新闻等

途径来获得诸如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口数量、

老年旅?习惯、酒店健身房情癋等基础资讯

和研究现状，
"

後续深入研究指导方向。

问卷调研：主要由四部分
+

容组成，分

.

是老年人锻炼健身习惯、老年人外出旅?

习惯、老年人酒店健身意愿和个人统计变

数。问卷自
BCBB

年
T

月
@R

日开始编撰，历

经两次小数量发放进行
+

容修订，最终於

BCBB

年
R

月
@

日通过问卷星网生成网路连

结及二维码，由《
'

品调研与设计方法》课

程所在两个班级共
TC

名同学进行
L

雪球式

发送：先由每位同学发送至个人祖父母及外

祖父母，进行远端指导填写，之後再由老人

转发至自己的朋友圈子。

问卷於
BCBB

年
R

月
@V

日终止收集，共

收集问卷
BC@

份，其中
QC

岁以下
@B

人，

QC h TC

岁
BU

人，
TC h RC

岁
UB

人，
RC h UC

岁

VC

人，
UC h VC

岁
R

人，
VC

岁以上
Q

人，被调

研对象来自河南、山东、上海、江苏、云南、四

川等
BC

个省份的城镇，本研究仅针对
TC

岁

以上的
@RB

份问卷进行分析。有效问卷中，

TC h RC

岁?比
QQ5 QS

，
RC h UC

岁?比

QA


QS

，是旅?健身的主要老年群体，覆盖

了本课题研究的
0

大多数；其中男性
VQ

人，

?比
T@5AS

，女性
UV

人，?比
QV5@S

，男女

比例相当。

访谈法：确定问卷同期完成了访谈大纲

设计。针对老年人健身锻炼设备设施问题、

旅?时所住酒店健身问题、旅?过程中锻炼

健身期待等共
@C

个问题，设置了开放式发

问。访谈於
BCBB

年
T

月
BV

日
? R

月
@C

日期

间陆续完成，主要由同学按照大纲的问题形

式，对其
TC

岁以上亲属进行微信语音访谈

之後归类整理。但因近几年来疫情影响，以

及住酒店期间对於酒店健身设施的使用者

较少，仅有四位老人的访谈具有建设性意

见。之後於
BCBB

年
U

月
@T

日补充了一名

曾经的旅行社从业者访谈，对老年旅?团、

酒店健身设施等进行了深入解。被访谈

者基本情癋如表
@

所示。

设计实践法：在前述研究基础上对老年

旅?群体酒店健身需求进行分析归类，结合

酒店健身空间、健身设备器材等的现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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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探索睶在设计机会。将两个班级共
TC

名同学分
" @R

个小组，每个小组自行选定

老年旅?群体酒店健身消费需求方向的相

关设计探索，进行概念提取和草图绘，从

“
'

品—环境—人”三大工业设计的核心视

角，对草案进行思路报，听取大家的建议

和意见，之後改进?
J>

建模，最後选择设

计视角新颖、对文中论点支持度高的案例进

行展示。

表
@

　被访者基本资讯

被访者 地区 性
.

年龄 备盰

伍先生 上海 男
RV

退休，习惯每天慢跑
@5T

小时

李女士 郑州 女
TJ

退休，每天广场舞
B

小时，领队

董女士 上海 女
RQ

退休，肚皮舞爱好者，组建业馀舞队

徐先生 武汉 男
UQ

退休，摄影、旅行爱好者

侯女士 上海 女
Q@

曾有
@C

年旅行社经验的业
+

从业者

Q

　老年旅?群体的酒店健身需
求分析

４．１　资料中的结果发现

问卷资料显示，每年旅?
@ h B

次成
"

四分之三以上老年群体生活的常态；大部分

老年人选择与伴
b

、子女或朋友、同事结伴

出?，乐意旅途中有年轻人；在出?时间上，

有
QV5@S

选择
B h J

天，
JC5BS

选择
Q h R

天，

R

天以上?比
@Q5VS

，这与中国老龄
'

业协

会於
BCB@

年初发?的《中国老年旅?
'

业

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报告较
"

一致。放

心情（
VQ5RS

）、欣赏风景（
UQ5US

）和休盻

;

乐（
TJ5@S

）是主要的外出旅?目的，感受

不同文化（
@V5TS

）、怀旧（
@T5Q

）和获取知识

（
@B5JS

）等是附带旅?目的。

在旅?酒店选择中，中高端星级酒店比

例最高（
TA5BS

），接近六成人选择
JCC h

@CCC

元人民币每晚的价位，这与老年?客

偏爱旅?淡季跟团出?有较大关，旅行社

统一安排的团?
'

品，可以优惠价格提供更

好的服务。住过酒店的老人中，
UC5QS

表示

酒店提供健身场地，
RJ5RS

表示愿意在旅行

途中保持运动健身习惯，但
QV5@S

表示从不

使用酒店
+

健身器材，
Q@5AS

表示偶尔使用

一两次，仅
A5BS

的人每次都使用酒店健身

器材。当提及对配备有
<L

眼镜的
J>

健身

设备使用意愿时，超过
VCS

的老年旅?群

体愿意尝试新兴健身设备，表明老年人对智

慧科技诸如
<L

有一定的好奇心。但有一

半人不解
<L

眼镜的使用方法，且对
<L

和健身器材搭配使用有著安全问题

（
TQ


JS

）、视力问题（
JR5QS

）等多方面担

心。

访谈发现，老年群体健身喜欢选择社区

免费公共器材，或跑步、广场舞等不需要设

备的运动方式。他们认
"

健身房现有器械

操作看不懂，专业词不明白，图示讲解

杂，如果不具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上手存在

较大风险，所以更倾向於选择悠盻的、轻量

的、中低
5

度的健身器材和锻炼方式，日常

生活中对健身房敬而远之。酒店健身房中

器械与商业健身房的差
.

不大，无法激发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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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群体走进酒店健身中心去的欲望。部分

人还提出，太极拳这种形式的中国传统锻炼

方式，不需要去健身房，而类似乒乓球的运

动场所在健身房又不常见。但配备有泳池

的健身房，老年群体则会办专门的游泳卡，

约著同伴一起去游泳。

老年群体锻炼的主要目的除了
5

身健

体预防疾病外，还有休盻
;

乐和促进人际交

往。当前健身房中以年轻群体独立锻炼模

式
"

主，无法满足老年群体的社交需求，如

果有可以共同参与的健身专案，老年人也期

待与年轻人一起锻炼，找回自己年轻时的状

态。日常健身房
+

密集的器械、年轻人集中

专注的自我锻炼，对老年群体造成了一定的

心理压迫感，缺乏互动和安全的情感满足。

酒店健身房
+

虽然锻炼人员较少，但器械也

各自独立，缺乏可以协作或互动的锻炼设

施，也很少有服务或指导人员，更增加了老

年群体对於陌生环境的疏离感。

喜欢跳舞的女士们，则表示酒店健身房

的舞蹈室?不多见，有时有瑜伽室，但空间

不大，伸展不开。何癋出去旅?，舞蹈服、泳

衣之类非必要服装也未必会随身
i

带。但

是如果是舞蹈队的姐妹们一起出去旅?，还

是可以秀一秀的。旅行社从业多年的专业

人士侯女士则称，老年旅?之前确实以团
"

主，根据地区不同会对酒店级
.

有所要求，

如江浙沪地区的老年人一定会要求四星五

星级酒店，只有?牌的高档酒店才有健身

房，老人出?一天下来很累，基本上
1

有精

力了，很少去健身房。侯女士
)

感觉酒店健

身房主要还是给商务人士准备的，去酒店健

身房的年轻人也不多。

４．２　老年旅?群体酒店健身需求总结

越来越多的中高档酒店开始配置健身

房，但酒店健身房的利用率非常低，无论对

於普通顾客还是老年旅?群体，酒店健身房

不能吸引顾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5

酒店健身房通常作
"

附属设施进行

标准配置，重设备轻环境，千篇一律，同质化

严重，很少有酒店特色。酒店健身房通常不

是住宿选择的重点，所以酒店经营者在健身

房的配备上以合格
"

标准，未将其列入市场

竞
*

的关键点，也就不可能
'

生吸引顾客的

亮点。

05

酒店健身房与商业健身房的?局、器

材都较
"

类似，面向的顾客以年轻群体单独

训练
"

主，以力量型
"

主的训练设施具有明

显的西式特徵，对於中国顾客的青年群体、

中老年群体间以及每个群体
+

的差?化需

求无法广泛覆盖。

#5

酒店健身房中缺乏符合中国式运动

习惯的场地或设备，无法满足中国老年群体

喜欢社交的运动行
"

。在人口密集的中国，

一向注重团队意识和集体观念，即使是健身

操或者太极拳此类个人可以进行的健身活

动，中国老年群体依然喜欢相约组团进行，

流行於中国各个广场的中老年自发型舞

蹈———俗称广场舞，即是实证。

中国老年群体数量之庞大，中国传统文

化影响之深厚，以希尔顿酒店将健身器材搬

进客房
+

的方式，来吸引中国老年群体恐怕

行不通。总结前文可以发现，中国老年旅?

群体酒店健身的需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5

心理上的放感。酒店健身房要避

免像普通商业健身房那样，不必将各种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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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摆放，也不必刻意追求设备的高大上和

空间的潮、酷、炫，将运动空间设计的自然、

轻、亲和，营造一种日常沙龙聚会式的运

动氛围，反而能
7

使中国老年人卸掉心理包

袱，敢於走进健身空间。

05

生理上的安全感。健身房
+

迎面而

来的运动器械，以其杂、厚重及不
7

安全

的视觉感知对中国老年群体造成了一种生

理上难以承受的畏惧感，也正因如此老年群

体对於健身房的泳池接受度要显著高於运

动器械。因此健身器材的人性化再设计很

有必要。

#5

社交上的便利性。结合中国传统文

;

活动，增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老

年人擅长的协作性设备，让出?的老年人可

以在活动中增进感情交流，提升老年群体健

身活动的社交属性。因此可进行具有中国

特色的健身器材设计。

随著?戏化健身和资讯化时代的加深，

结合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的政府塑造，基於

以上中国老年旅?群体酒店健身需求，本文

提出以下设计探索方向：

"5

健身环境及其器械设备的通用性设

计。健身环境包容性的提升，健身设备安全

性和易用性的增
5

，环境的精细化、器械的

人性化，都将使健身活动更加容易接近。当

老年群体步入新环境时能
7

在生理上感觉

安全，心理上感觉放，他们才会愿意深入

其中。

05

城市特色健身专案的智慧化体验设

计。城市特色健身项目的真实体验，如滑

雪、浪等，通常具有危险性和专业性，且体

验经济成本较高，对价格敏感度高。而对看

重旅途健康安全的老年群体而言，以
/

拟模

拟的智慧化体验模拟真实场景，是一种另类

健身的尝试。

#5

健身设备社交性、
;

乐性的本土化设

计。协作性健身设备，有助於增
5

老年群体

间的社交，
;

乐化活动有助於保持他们的头

脑健康，本土化的中国式文体活动，更容易

使老年群体
'

生情感上的连结和共鸣，
V

醒

记忆中的熟悉感，吸引老年群体参与其中。

基於上述三个方面的设计探索，本文进

行了如下设计实践。

５　设计实践

T5@

　酒店健身环境的通用性设计探索

诸多学者曾针对老年群体提出了适老

化
'

品概念
X

周明等，
BC@U

），但从公共环境

或物品的设计视角来看，通用性设计理念更

"

适合酒店健身环境。一则在於老年人仅

是酒店的一类消费人群，适老化的设计对於

其他顾客而言，与常规
'

品的差?颇
"

明

显，适宜老年群体使用的
'

品是否会引起其

他人群使用的不便，值得商榷；二来通过前

文得知，老年群体存在一定的不服老心理，

不愿意自己是被特殊照顾的那类群体，?且

愿意与年轻人在一起以使自己的心态更年

轻。同时，适老化设计走向通用性设计，犹

如早些年间的“残疾人通道”而今都称之
"

“无障碍通道”，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体

现，反映的是社会对民
=

普遍的尊重和应有

的关爱，而不是将某些群体进行特殊对待，

这样在
-

轻老年群体心理负担的同时，也避

免适老化
'

品无法适宜年轻群体的尴尬。

通用性设计的定义於
@AUC

年被罗奈尔

得
m

梅斯教授提出，
BC

世纪
AC

年代北卡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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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纳大学创建通用设计中心，正式公?了通

用设计的
U

大原则：公平性、灵活性、易操作

性、易感知性、宽容性、省能性和空间性（孙

文涛等，
BCB@

）。其中公平性、灵活性、易感

知性
5

调了
'

品对於使用人群的通用性，易

操作性与宽容性
5

调了
'

品在功能使用上

的通用性，省能性和空间性
5

调了
'

品使用

环境的通用性。本文将通用性设计理念贯

穿於酒店健身环境的设计：不仅是
"

老年人

设计，是
"

人类的共同设计。本研究中小组

之一设计了适宜不同群体无设备或轻设备

健身的环境（图
@

），属於灵活性较
5

的健身

空间，新中式的室
+

环境风格、现代建筑材

料与灯具的设计应用，与外部环境融於一

体，使消费者心理和生理上接纳度都较好，

体现了环境的通用性设计。

图
@

　酒店新中式健身空间设计

　　正如用
@

体验之父唐·诺曼谈到适老

化设计时
)

的那样：
N/1 41-. 01%, *1%(&)%

7(22 /12D ,/1 12*1-2.8 0+, "2%$ 01 "*"D,1* 0.

141-.0$*. 12%1

；“
!"91 ,/1 ,/()&% %$ %+##1%%



3+28 ,/", 141-.0$*. 7"),% ,/1'5

”通用设计具

有良好的包容性，以一种平等与尊重的姿态

接纳个性化与差?化的存在（孙春晓，

BC@A

），设计师设计
'

品时?不是单独面向

这一群体，而是在方便特殊用
@

的同时使普

通用
@

更加便利，这将极大地降低老年群体

与年轻人一起健身时的心理障碍。

５．２　酒店健身设备的数字化设计探索

智慧化和数位化时代的来临，击著每

一位民
=

的日常生活，老年群体也无法避

免。老年群体对於
<L

超过
VCS

的尝试意

愿表明，智慧化和数位化於老年群体而言，

不再是高不可攀的高科技，而是生活的有益

补充。老年群体旅?的主要目的是放心

情、休盻
;

乐和感受不同文化，城市酒店可

结合地域特色，在酒店健身氛围和健身项目

中，带给?客
.

样的文化感知，这对於城市

品牌的传播和酒店美誉度的提升有所裨益。

结合当前智慧技术，以?戏化健身
'

品引导

?客群体领略城市风情，是一条值得尝试的

途径。本研究中小组之一提出了以
<L

眼

镜与慢走机结合用於欣赏城市风光的概念，

对於一些有慢走散步习惯的老年?客群体，

或是繁忙的商务出差人士，
1

有足
7

的时间

走遍城市景点，在短暂的运动时光中能
7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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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设备上更全面地解城市景象，也可成

"

城市形象的有效传播手段。

对於一些特色城市如海滨城市，特定健

身项目可以给顾客更
"

深刻的印象。如西

班牙胡安卡洛斯酒店健身设施中的马场，成

"

顾客对於该酒店最
"

深刻的记忆（
l

超

科，
BC@C

）。本研究中小组之一利用
<L

技

术结合海滨城市特色，提出了
J>

帆船健身

专案的设计概念（图
B

）。此类实际健身项

目危险性高、金钱花费大、技能掌握耗时长，

在普通健身环境中难以达成，而如果将
/

拟

实境技术结合健身运动项目进行开发，作
"

特色体验健身活动，应用於青岛、大连等海

滨城市的酒店健身中心，既可以作
"

对城市

特色运动的一种精神文化传播，也将会吸引

?客沉浸式体验日常难以一见的健身活动，

增
5

顾客对於酒店的记忆。

图
B

　海滨城市酒店
J>

帆船健身项目概念图与使用示意图

５．３　酒店健身器材的集成化设计探索

酒店健身中心对於高端酒店属於标配，

酒店健身理念也正成
"

一种趋势，但在国
+

尚处於探索期。本研究中调研了上海半岛

酒店、上海
\

安香格里拉酒店、上海新发展

_7

万豪酒店、上海外高桥喜来登酒店和上

海虹桥凯
_

酒店等高端酒店的健身中心，发

现个
.

具有游泳池的设置之外，酒店的健身

器材无不?用力健
b(31 [(,)1%%

、星驰
Z,"-

N-"#

或
I$71- I2",1

等世界高端品牌。这些

外来品牌高端酒店、外国品牌的健身器材，

在最初设计中面向的是全球化无差
.

的受

=

，还是更倾向於西方消费群体，本研究尚

未可知，但仅从空间的室
+

?局、健身器材

的设备类
.

上来看，与日常健身房?无太大

差
.

。

如何在千篇一律的标准化酒店服务中

融入中国城市和地域特色，结合一些对设备

要求不高的中国传统健身项目如太极拳，将

中国式
;

乐与健身专案相结合，是设计中值

得尝试的途径。本研究中小组之一提出了

将麻将桌与健身单车进行组合的设计概念

（见图
JY

，结合了中国传统
;

乐方式与现代

健身理念，在老年群体经常成团出?的情境

下，既满足了集体活动的
;

乐社交，又进行

了适当的腿部锻炼，将趣味性与实用性相结

合，可谓中西合璧，
.

出心裁，应用在以博彩

著称的中国澳门酒店健身中心，非常应景，

但市场接纳度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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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J

　麻将动感单车手绘草图与初步建模效果图

６　结　语

爱健身、善旅?的中国“新老人”是旅

?
'

业中
5

有力的经济增长点，智慧化的互

联网时代下，他们对生命旅途充满了探索精

神和尝试欲望。随著酒店健身中心的普及，

当前在配置上大同小?、?局上暗仄压抑、

操作上各自独立的酒店健身房，对中国老年

旅?群体显然不具备足
7

的吸引力，如何获

得中国老年旅?群体的青睐，必须关注到他

们在运动中的多重基础需求：心理上的放

、生理上的安全和社交上的便利，从马斯

洛的需求层次来看，这三种需求归属於安全

和社交领域，属於第二和第三层级较低的需

求范畴。针对中国老年旅?群体的这些需

求，结合酒店经营的商业盈利和口碑传播期

望，本文从设计视角提出了健身环境及设备

通用化、城市特色健身项目智慧化和健身
;

乐设备本土化等设计理念，?提供了相应的

设计概念以供参考。当然，要吸引顾客走进

酒店健身房?持续
'

生经济价值，可配合提

供一些本地特色轻食、饮品的供应和服务；

要给顾客留下深刻的良好印象，可结合地方

特色舞蹈等活动的简单培训课程等，但这些

已超出
'

品设计视角的范畴。中国老年旅

?群体是新时代的新老人，需要新高度的新

理念才能获得消费满足，这是一个值得深度

探讨的跨学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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