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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ac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Ecological Communities with Child-
friendly Orientation: A Case Study of 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陈  天   王佳煜   石川淼    CHEN Tian, WANG Jiayu, SHI Chuanmiao

儿童的发展能力是评判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指标，因此为儿童提供适宜的城市空间环境是当前城市规划学科亟

待解决的课题。采用文献研究与综合分析方法，以儿童友好城市（CFC）理论为支撑，在总结国内外社区公共空间儿童

友好导向的理论研究进展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儿童行为心理学出发，就儿童的认知发展、行为特征、社会关系等问

题探讨儿童的公共空间需求，构建儿童友好的空间增效机制与生态社区公共空间建设要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儿童友

好导向公共空间的设计为例，提出儿童友好导向的生态社区公共空间优化技术体系，从“生态性—适用性—可达性—

舒适性—安全性”总结社区公共空间优化模式，探索儿童友好导向的生态社区公共空间设计策略。

Children's development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judg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progress. Therefore, 

providing children with an appropriate urban space environment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urban planning 

research.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ethods, supported by the Child-friendly City (CFC) the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this, starting from child behavior 

psychology, it discusses children's public space needs with cognitive development,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establishes child-friendly space efficiency mechanisms and proposes elements of ecological community public space. Taking the 

design of the Sino-Singapore Tianjin Eco-city as an example, an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system for child-oriented public spaces in 

ecological communities is proposed, including accessibility, usability, ecology, comfort, and support.

0   引言

随着老龄化、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愈发突

出，越来越多学者从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研

究适合弱势群体的城市空间环境设计。如杨贵

庆[1]探讨了城市建成区小尺度公共空间更新改

造实现社区功能再生的可能性；李小云[2]以包

容性设计为指导，提出全龄社区的公共空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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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策略。目前国内外对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设计

的研究主要包括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设计、

人性化居住空间设计、绿色公共空间设计、关

注弱势群体的社区公共空间设计[3-4]等方向。

以人为本的公共空间设计中，有部分研究

者以关注弱势群体作为切入点。相比同属弱势

群体的老年人，对儿童群体在社区公共空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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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层面的研究仍有待完善。以儿童心理与行为

特征作为社区公共空间设计的出发点，基于实

际案例对公共空间设计策略进行探讨的研究

相对欠缺，因此本文尝试从儿童心理学视角出

发，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例，探讨儿童友好导

向的社区公共空间优化设计策略，扩充生态社

区公共空间的理论研究并为公共空间城市设

计提供新视角。

1   国内外儿童友好导向城市的理论研

     究进展

国际学术界较早关注适宜儿童活动的城

市公共空间建设研究，提出在新建住宅区内提

前预留空地作为运动场或儿童游戏场。在1996

年人居环境会议上，联合国发布“儿童友好城

市倡议”（Child Friendly City Initiative，CFCI），

旨在引导世界各国关注儿童生活、成长的城市

环境，并制定相关计划以保障儿童在家庭、社

区、城市中的权益。2018年，CFC官方网站整

合并发布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定义，其中包括安

全干净的居住环境、可使用的绿色空间、具有

娱乐玩耍的场地等[5]。美国学者克莱尔·库珀·马

库斯[6]认为户外活动对儿童性格的形成尤为

重要，提出儿童场所包含了场地规模、场地要

素等环境设计问题。西方国家对CFC建设关

注的重点研究方向可分为儿童参与、活动空间

需求、灾后教育等。McKoy等[7]提出让社区儿

童有效参与儿童友好社区建设，从而建立儿童

的社区归属感。Bourke[8]认为游乐场为儿童

提供了户外游戏的机会，他通过自然观察法研

究新西兰游乐场中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儿童活

动行为，探讨了适宜儿童活动的游乐场设计策

略。Delicado[9]评估了葡萄牙儿童在减少灾害

风险的政策和教育中的作用，认为儿童参与防

灾减灾的工作有助于解决儿童的特殊需求与

脆弱性问题，有利于增强社区抗灾能力。

许多西方国家根据自身国情提出CFC行

动方案（见表1）[10]，提高城市环境的儿童友

好性：美国波特兰政府在推行儿童友好型城市

建设过程中表达了对儿童权益的关注[11]，政府

制定的规划政策中明确提出建造适宜儿童居

住生活的城市环境，包括对社区邻里公园、街

道、庭院等儿童户外活动的主要场所进行儿童

友好设计。芬兰重点关注儿童的公众参与、儿

童权益保护，提出将儿童参与纳入公共空间的

规划发展中[12]。

我国儿童友好城市的研究从1950年代开

始萌芽，到1980年代开始发展。张守仪等[13]关

注儿童与居住区环境关系，利用问卷、儿童画

等方法识别儿童的空间认知、空间偏好以及居

住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指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要特别关注高层住宅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在著

作方面，方咸孚[14-15]著有《居住区儿童游戏场

的规划与设计》《儿童游戏场设计与实例》等

书籍，提出以不同年龄儿童分组进行多样化儿

童场地设计，并从总体布局、场地设计、绿化设

计、设施设计等方面为我国研究儿童活动场地

设计提供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关于居住区中

儿童游戏空间的实证研究数量增多，包含对儿

童游戏场地现状、设计、安全性、儿童游戏行为

特征的影响等方面[16]。曾鹏等[17]通过对荷兰生

活庭院（Woonerf）、儿童出行路径（Kindlint）

案例的分析，提出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安全街区

与儿童出行路径规划设计理念。黄军林等[18]关

注城市规划的儿童“包容性”，探索了以制度

引导方法转变、以案例开展行动的面向儿童全

过程参与规划的方法。政府也逐渐关注儿童空

间问题，2016年全国两会代表提交的《关于

将“儿童友好社区”纳入各级政府社区发展

规划》提案指出：当前我国儿童面临着交通安

全、户外活动受限、无法享受有针对性的社区

公共服务等问题，建设儿童友好社区必要而紧

迫。近年来长沙、深圳等城市在推进儿童友好

型城市建设的政策、理论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

较大进展。

总而言之，我国儿童友好导向的城市设计

已在“家园—社区—城市”3个空间尺度上有

表1  全球范围内有代表性的儿童友好行动方案

儿童友好关注视角 儿童友好关注内容 代表性行动方案

健康和福利
体育活动
精神健康

无障碍活动
代际之间的互动

西班牙巴塞罗那超级街区
印度宜居城市项目

英国贝尔法斯特健康城市

地方经济
保留原住家庭

充满活力的目的地
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

节约空间

澳大利亚悉尼达令港项目
加拿大温哥华河区

荷兰鹿特丹儿童友好街区建设计划
英国伦敦国王十字中心

安全
道路安全

安全而活跃的街道
安全感营造

消除社会恐惧

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儿童优先区
美国纽约全球街道设计指南

德国弗莱堡绿色城市
韩国学校区域改善计划

巴西圣保罗“孩子会说话”计划

强力的社区结构
激发社会网络
共同度过时光

社会交往
社区包容性与可达性

智利圣地亚哥两百周年儿童公园
英国“为社区生活而设计住宅”计划

荷兰鹿特丹社会基础设施
西班牙Banyoles老城

巴西圣保罗Cantinbo do Ceu综合体

自然与可持续性
与自然的联系

宽阔的自然空间
冒险、探险

幸福与避难所

荷兰鹿特丹Speeldernis自然游乐场
美国萨利纳斯市Natividad Creek Park

中国迁安三里河生态走廊

韧性
有韧性的公民
气候适应性
应对危机
多功能性

美国纽约校园计划
丹麦哥本哈根暴雨计划

日本东京抗灾公园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儿童友好雨水公园

助推城市更新
统一主题
公民意识
克服困难

机智与智慧

英国利兹快闪公园
荷兰阿姆斯特丹抗议变革计划
韩国京畿道水原市无车实验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的变革代理人计划
澳大利亚墨尔本操场计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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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初步的萌芽和发展，但相对发达国家而言，

相关理论实证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多集中于住

区内特定儿童活动场地，尤其是对于社区公共

空间的儿童友好设计研究不足，各地的实践模

式也待总结和优化。

2   基于儿童行为心理学的公共空间需求

2.1   儿童行为心理学与公共空间

儿童行为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大重要分

支。德国心理学家赖普尔[19]是公认的儿童心理

学创始人，他肯定了儿童心理研究的可能性并

系统地研究了儿童的心理发展，认为儿童不同

心理情绪导致不同行为的产生，智力发展是儿

童与环境动态持续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规划

师在空间构建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儿童生理尺

度、活动需求与心理健康，通过场所空间构建、

设施配置、功能重塑达到儿童友好导向的社区

公共空间设计的目的。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将

儿童行为心理学与儿童活动场地等公共空间

设计相结合[20]。本文对儿童在公共空间中的行

为特征进行总结，明确儿童的公共空间活动需

求，探索满足需求的公共空间形式与适用的公

共空间类型。

2.2   儿童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特征

（1）偏爱能与自然环境亲密接触的活动

场地。相比成年人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儿童的

认知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对自然有着更加明显

的亲近愿望。自然中丰富多样的动植物与不断

变化的动态环境，带给儿童一个自由、隐秘、宁

静的领地，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创造灵感和探

索欲望。绿色空间不仅能够为成年人减轻压力

和疲劳，改善情绪，还能够有效调节儿童的情

绪与行为。与自然环境接触能有效促进儿童在

幼儿时期的幸福感[21]，社区公共空间可以通过

植物搭配和空间塑造，创造具有自然体验的空

间环境，利于儿童身心发展。

（2）游戏活动种类丰富。儿童的好奇心是

探索空间的动力，有助于儿童获取知识并建立

世界观。他们不仅充分使用人为设计的游乐设

施，还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发掘潜在的活动空

间，在同一类游乐设施中通过搭造或拆解找到

不同的游戏方法。因此，受到儿童喜爱的社区

公共空间往往具备活动场地宽敞、游乐设备丰

富、主题鲜明的设计特征。

（3）具有明显同龄聚集性。通过对儿童的

日常活动的观察不难发现，同龄聚集性是其活

动行为组织的主要特征。儿童常常不自觉地与

年龄相仿的儿童聚集在一起游戏，因为他们的

思维方式与兴趣爱好相似，易于交往。因此，社

区公共空间优化设计中应考虑为集体活动提

供场地，提供包容不同年龄段儿童生活方式、

兴趣与活动特征的公共活动空间。

（4）活动轨迹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由

于儿童的专注力与集中力有限，其活动轨迹也

存在随机性，在活动过程中往往不受限于专门

的儿童活动场地，住区内有趣的公共空间都能

够成为吸引儿童活动的区域。与成年人具有直

接目的性的活动轨迹不同，儿童更偏向不断探

索新的活动场地，漫游在他们感兴趣的场所[22]。

因此在社区公共空间设计中，应在满足不确定

性带来的深层次安全需求的前提下，尽量避免

用特定空间限制儿童活动范围。

（5）具有探索与躲藏心理。由于躲藏行为

要求耳尖目明、奔跑及时，还要足智多谋、想法

巧妙，儿童往往把躲藏看作简单易行、自由度

大、变化性强的游戏。在躲藏行为过程中，儿童

充分调动身体感官并从中提高认知能力，获得

愉悦感。活动场地中的隐蔽空间易使儿童产生

领域感和支配感，在社区公共空间设计中，通

过多种手法营造安全有趣的隐蔽空间有助于

满足儿童躲藏游戏兴趣需求及探索需求。

2.3   满足儿童行为心理的公共空间特征

儿童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可以分为自然

体验、游戏活动、互动交往、安全步行、藏匿探

索5类，结合上文对儿童行为心理特征的研究，

探讨符合儿童活动特征、满足儿童行为心理的

不同类型公共空间要素（见表2）。

（1）自然体验：斯蒂芬·R·凯提出“童年时

代是与自然接触、联系的关键时期，对人类身心

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他认为人为设计的儿童

游乐场所仅仅提供了在成年人指导下的狭窄

范围的活动选择，儿童将很快产生厌倦情绪。因

此，自然界中不断变化的空间更容易激发儿童

好奇心，引发他们对世界的探索。住区内的绿

色空间是儿童学习接触自然的第一堂课，还原

自然环境并强调自然感受的公共空间，如使用

植物、沙土、水等自然元素创造的空间环境更

有利于儿童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发展。荷兰海牙

Rivierenbuurt的社区广场（见图1-图2）最初

仅有几个运动场，随着新社区儿童数量的增加，

广场缺少自然元素、限制儿童自由发展空间的

不足逐渐暴露。通过增加自然交互的活动空间，

表2   儿童活动需求与满足需求的公共空间要素

儿童活动特征 儿童活动需求 公共空间要素
偏爱能与自然
环境亲密接触
的活动场地

自然体验
绿色空间

亲水空间

游戏活动
种类丰富 游戏运动

娱乐设施
艺术设施
休憩设施

具有明显
同龄聚集性 互动交往

商业设施
活动设施
能提供的
活动类型

公共空间规模

活动轨迹具
有随机性和
不确定性

安全步行

可达性
基础设施条件

（灯光、扶手、围
护设施等）
非机动性

具有探索与躲
藏心理 藏匿探索

植物配置与分隔
引导标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　荷兰海牙Rivierenbuurt社区广场设计平面图
资料来源：https://www.gooood.cn/into-the-wild-by-

openfabric-and-dma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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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可以使用随处可见的植物、树枝等自然材

料创造性地重塑活动场地，既能掌握基本的动

手技能，也增强了环保意识。

（2）游戏活动：扬·盖尔提出“游戏场是

孩子主要集散的地方，为孩子提供了可去之

处，游乐设施为孩子等待同伴来临前提供了打

发时间的条件”。社区公共空间主要以儿童游

戏场的形式为儿童提供游戏活动场地。为满足

儿童活动轨迹的随机性，除了放置滑梯、攀爬

架等固定游乐设施外，可考虑增设沙坑、趣味

构筑物等为儿童提供自由探索和创造的机会。

（3）互动交往：考虑到儿童活动行为具

有明显同龄聚集性，与同伴交往时进行的协

作游戏和联合游戏有助于儿童之间相互合

作、相互学习，在此过程中逐渐提升认知水

平、不断学习如何与人相处。社区公共空间设

计中应注意为儿童提供开展群体游戏的活动

场地，如多人跷跷板、迷你篮球场地等合作游

戏设施。除同伴交往空间，营造父母与儿童的

亲子交往空间也十分必要，父母在儿童活动

过程中扮演观察者和看护者的角色。亲子交

往行为极为简单，原因之一是儿童活动场地

内缺乏供家长使用的活动设施与空间，仅为

儿童提供形式单一的游戏场所。社区公共空

间设计优化中应兼顾成人与儿童交往的亲子

空间，如在健身设施场地内加入儿童尺度的

健身设施，使家长与儿童同时进行健身活动；

在儿童活动场地周边增设成人休憩空间，通

过植物营造舒适的环境，有助于增进家长与

儿童之间的情感交流。

（4）安全步行：社区道路主要为机动车

服务，鲜少考虑儿童及行人需求。儿童心智不

够成熟且缺乏交通安全意识，在教育儿童树立

安全步行意识的同时要提升社区公共空间之

间的联通安全性。应优化住区儿童活动场地

内、外联通道路及停车的空间设计，保护街道

景观，以提升社区街道的儿童友好性。在保证

可达性的基础上为儿童提供安全穿行、独立移

动、体验丰富的街道空间。

（5）藏匿探索：躲藏游戏是儿童心理认知

发展的必经之路。从表面看，躲藏游戏是一个

简单的“藏”与“找”的角色互换游戏，但其

背后是儿童搜索空间信息、猜测对方心理、调

整躲藏策略的心理智慧不断成长的表现。社区

公共空间适宜提供符合儿童身体尺度的藏匿

空间，利用地形变化和自然事物创造儿童躲藏

空间。如利用植物围合形成半私密空间，一方

面，在分割空间的同时，方便家长通过植物缝

隙观察儿童；另一方面，通过道路、设施、植物

将公共空间分割成多个半私密空间，利用通而

不畅的小径、层次分明的植物，提升儿童探索

兴趣与活动体验。儿童活动场地以及藏匿空间

出入口应设置儿童容易识别的图形与符号作

为标识引导，提示儿童注意空间布局与穿行空

间的路线[23]。此外，藏匿空间不宜采用全封闭

设计，以防出现安全隐患。

3  儿童友好导向的生态社区公共空间设

    计策略

联合国人居署发布的“儿童友好的公共

空间”设计指引指出，儿童在城市空间中面临

环境健康、空间分配不公平、防护与安全，以及

儿童参与度低等一系列问题，并针对以上问题

构建以儿童友好为标准的城市公共空间评价

体系，包括路径（Access）、用途（Use）、舒适

度（Comfort）、绿地率（Green coverage）、设

施（Facilities）5个方面。结合前文所述儿童

行为心理特征，提出与儿童活动需求相适宜的

公共空间形式。将不同种类的公共空间形式与

公园绿地、广场、街道等生态社区公共空间类

型进行匹配（见表3）；并将联合国人居署提

出的公共空间评价体系演化为“生态性—适

用性—可达性—舒适性—安全性”五位一体

的公共空间设计策略体系（见图3），对公共空

间设计方法进行梳理，构建儿童友好导向下的

生态社区公共空间设计策略。

生态性是指公共空间应以生态城市设计

思路为指导，创造有利于生态系统健康、有利

于在其中活动的儿童与成人身心健康的公共

空间环境。以社区公园绿地为代表的公共空间

是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自然环境的主要场

所。一方面，公园绿地具有调节小气候、参与碳

氧循环、消除噪声的功能，能够为在其中活动

的儿童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24]；另一方面，合

理的绿化设计、丰富多样的植物种类可以舒缓

图2　荷兰海牙Rivierenbuurt社区广场实景
资料来源：https://www.gooood.cn/into-the-wild-by-openfabric-and-dmau.htm。

图3　儿童友好导向的生态社区公共空间优化技术
体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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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心情，引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亲近之心

与好奇心。

适用性是指各类公共空间及内部设施适

合儿童的使用偏好，能够满足儿童在公共空间

中的各类活动需求。相应的设计手法包括：（1）

功能类型友好。儿童在社区公共空间中进行的

游戏活动，形式包括单人活动与多人活动、特

性活动与随机活动等，且儿童处于生理心理快

速生长发育的阶段，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偏好的

活动形式差异极大，因此公共空间功能的设计

应结合儿童使用需求与行为特征设置有包容

性的活动内容，以满足不同群体的活动需求

（见表4）。（2）群体互动友好。群体活动包含儿

童与同龄群体的互动交往及与家长的代际互

动。（3）公共艺术陈列设计友好。在文化与艺

术主题的景观小品或公共艺术陈列区域，增加

有益于儿童启发智力的设施，以达到在游乐的

过程中增进科学认知、满足好奇心、启迪创造

力并激发群体互动的作用。

可达性是指儿童到达各类公共空间的

便利程度，包含空间布局关系与连接方式、连

接路径即街道的设计，可达性高的空间设计

能够有效地促进儿童到达公共空间并进行活

动。提升可达性的设计手法包括：（1）出入口

设计友好。在社区中的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

与儿童聚集的幼儿园学校、艺术培训机构、居

住区邻近的情况下，应考虑面向公共空间单

独增设出入口；如学校操场可面向公园增设

出入口，既可避免接送儿童的家长在邻近城

市道路的学校出入口聚集造成交通拥堵，还

可鼓励儿童放学后在公园中进行集体娱乐活

动。（2）路径设计友好。连接学校、幼儿园的

社区道路宜考虑设计独立的儿童专用自行车

道、滑板车道，为儿童通勤添加趣味性；在通

往公园绿地的社区道路两侧通过沿街店铺、

周末集市等形式丰富街道空间，以增强公共

空间的吸引力。

舒适性是指公共空间的形式、场地设计方

式、服务设施配置设计能够适应儿童的心理行

为特征、生理特点，进行区别于成人的定制化

设计，以增强儿童在公共空间中的舒适体验。

可采用的公共空间设计方法包括：（1）视觉传

达友好。使用儿童容易识别的图形与符号设计

公共空间标识系统，在儿童活动集中的区域，

通过标识系统对儿童行为进行适当的引导。

（2）服务设施友好。公共空间中的设施往往以

成年人的生理特征为标准进行设计，儿童友好

的公共空间应保障满足儿童出行的便捷与儿

童活动的舒适性。

安全性是指通过公共空间中的设施能够

保障儿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规避损害儿童

身体与心理健康的潜在风险。儿童预判风险来

源、保护自身安全的能力较弱，在公共空间中

更应加强对儿童活动的支撑性建设，可采用的

设计方法包括：（1）步行安全友好。保证专用、

安全和便捷的儿童慢行空间。（2）安全提示友

好。在对儿童有潜在危险的环境中，设置儿童

可理解的信息栏与标识来规范儿童行为。（3）

安全分区友好。儿童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轨迹

不稳定，缺乏危机预判能力的特征使其容易受

到伤害，因此宜通过安全分区的方式隔离儿童

表3   满足儿童活动需求的公共空间形式与适用的公共空间类型

表4   不同年龄段儿童行为特征差异与适宜的场地设计

儿童活
动需求 满足需求的公共空间形式 适用的公共空间类型

自然体验
丰富的种植，植物元素融入景观小品设计；

公园绿地
安全、形态自然的滨水岸线

游戏运动
增加满足儿童好奇心与创造力的沙坑、趣味构筑物；

公园绿地、社区中心附属广
场、组团内游乐场地具有互动性的艺术小品；

适宜儿童体型、安全防护齐备、外形有辨识度

互动交往

邻近对儿童有吸引力的玩具店、小吃店；

社区中心附属广场、公园绿
地、组团内游乐场地

提供开展群体活动的场地，如迷你篮球场、大型攀爬架等；
兼顾儿童群体活动与亲子互动活动，在儿童设施中增设适宜

陪护者共同使用的设施；
能同时容纳多个多人活动的小群体使用，不同区域间应有功能差

异与空间分隔

安全步行

社区中心、公园等公共空间应面向社区、学校等
儿童聚集地增设出入口；

街道、社区中心附属广场标牌、照明指引活动范围与路径，基础设施考虑儿童体型；

慢行与机动车完全分离、步行与非机动车活动范围适当隔离

藏匿探索
使用树篱创造半透明围护，植物高度兼顾儿童藏匿与成人看护的需求

公园绿地、组团内游乐场地
适应儿童的阅读与图形识别能力，明确提示活动路径与安全范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25]制作。

年龄段 行为特征 场地设计内容

1—3岁
（婴儿）

需家长全程陪同，单独活动为主，以培育
儿童触摸、爬行、攀爬等基本行为能力为
目标，以玩具、游乐器械等实物为主

（1）小型沙地、草坪、缓坡等；（2）带有遮阴的游戏场
地与休息亭廊等；（3）供家长看护、休息的座椅

4—6岁
（幼年）

需家长陪同，开始结伴活动，喜好跑动、
乐于创造，适合较大的活动场地与易于
操作的手工活动类游戏

（1）秋千、沙地、转椅、跷跷板、滑梯、涂鸦墙等；（2）
具有科教性质的展示、启蒙类景观小品；（3）可塑
的、有互动性的沙堆、玩具、植物等；（4）供家长看
护、休息的座椅

7—12岁
（学龄）

可脱离家长陪同，大量结伴活动，以体育运
动为主，展示出独立、求知欲、学习能力、喜
欢竞争等特质，并开始出现性别差异

（1）小型攀登架、旋转梯、涉水池、障碍物、涂鸦墙、
树屋、车轮橡胶圈等；（2）可设置专题活动区如动植
物科普区、体育运动区；（3）起伏的土丘或地形更能
引起兴趣

13—18岁
（少年）

自立、独立思考能力进一步加强，喜欢结
伴、竞技类或富有冒险性的活动，对绿色自
然环境、亲水空间兴趣强烈

（1）攀爬网、独木桥、滑梯、越水、越障、索桥，还有峭
壁、攀登高地等；（2）公共空间与社区儿童阅读室、
培训中心、学校邻近设置；（3）开辟儿童创意园、动
植物区、覆顶绿色长廊、果园、旱喷、雾喷水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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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潜在危险。如以儿童友好为导向的慢行空间

应通过树篱、高差等设计分隔人行空间与非机

动车通行空间；成年人进行剧烈体育运动的户

外公共活动场所，如篮球场和跑道也应与儿童

活动区域分隔开。

4   儿童友好导向的生态社区公共空间

     设计实践

中新天津生态城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是

我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打造的生态示范

项目。作为一座以环境友好、绿色宜居为特色

的生态新城，生态城在社区公共空间的设计中

体现了对儿童需求的特殊关注与回应，在公园

绿地、社区服务中心与附属广场等公共空间设

计及公共空间布局等方面均能体现儿童友好

的理念，但同时也在街道设计方面存在着些许

缺陷。

（1）生态性：生态城通过“生态谷”带状

绿地串联各类社区公共设施、公园绿地与社区

出入口。生态谷内部采用完全非机动化的交通

方式，以小尺度的空间设计和密集且丰富的绿

化种植保证了生态谷内部环境的宁静与生态

性。通过微气候数据实测与ENVI-met软件模

拟可以发现，得益于密集的植物提供的遮阴与

通风廊道提供的通风环境，生态谷绿地内的人

体舒适度体验优于邻近的居住小区内部公共

空间（见图4），体现出公共空间调节小气候、

创造舒适环境的生态性作用。社区公共空间是

儿童接触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场所，生态城在

今后的发展中可进一步根据此类公共空间的

特征与儿童行为心理特征，结合绿地、雨水花

园、湿地、花园、社区农园等生态型环境[26]，设

置儿童专属活动区和栽培区，寓教于乐，在为

儿童创造体验自然、休闲娱乐空间的过程中融

入自然科普教育功能，培养儿童的生态意识、

环保意识。

（2）适用性：生态城社区级公共空间包

括结合社区中心布置的广场和公园、贯穿生态

城并与居住区相邻的带状公园、居住组团内活

动场地等，生态城在对不同种类的公共空间进

行设计时，融入了差异化的主题与特色。如带

状公园包含了一系列不同主题与形式的适于

儿童活动的场所，如图5a用砖石与铁丝网围

墙半围合限定并创造出相对独立、安静的活动

场所，图5b则是在广场树阵中，利用高大乔木

的林下空间设计聚集、休息的场所，组合滑梯、

小型水景与水车、植物藤架都是常见的适宜儿

童活动的设施（见图5c-图5f）。生态城设计了

以轮滑、滑板为主题的社区公园（见图5g），起

伏的坡道是儿童自由攀爬、追逐奔跑的场所，

对儿童而言充满了竞技与自由探索的乐趣。此

外，在以儿童适用性为目标的设计中，设施种

类可以更丰富，以进一步满足儿童的游戏娱

乐、体验自然、社交等需求。比如攀爬架、涂鸦

墙、障碍物等可供儿童开展群体活动、满足社

交需求；可供儿童与成人共同活动的场地与设

施，如轮滑场地、乒乓球等小型球类运动场地、

沙坑等，可以增进亲子情感交流。再如针对幼

年儿童宜布置启蒙类景观小品，以达到启发智

力、提升认知能力的目的；对于学龄儿童则需

采用障碍物、树屋等满足其独立、求知欲特质

的游戏场地与设施，以达到接触自然、增强体

质的目的。此外，建议通过交互式设施，为儿童

提供玩耍、交流、学习知识的公共艺术品。

（3）可达性：生态城借鉴了新加坡新市镇的

建设模式，将社区级服务设施如社区中心、学校、

社区公园集中设置，共同服务周边的多个居住小

区。以生态城儿童公园及其周边为例，集中布局

模式可以减少儿童从学校或家中到达公园与社

区中心等公共空间的距离。在居住区人行系统的

设计中，面向社区中心与儿童公园单独开辟了人

行出入口（见图6a），突出体现了步行系统对提

升公共空间可达性的关注。此外学校操场面向儿

童公园设计了出入口（见图6b），学生放学后可

以便利地聚集在儿童公园内玩耍，而不需要通过

步行、公交等其他方式到达较远的公共空间。儿

童友好空间的可达性不单指最短距离，而是综合

考虑儿童的生活习惯及出行规律，在居住区内外

构建适宜儿童的连贯有序的慢行系统。从宅前绿

地到组团绿地，再到小区中心广场，最后到居住

区公园甚至更重要的城市节点，构建有机联系的

儿童步行系统。生态城人行道宽度多为12 m（见

图6c），为增加社区公共空间之间的可达性提供

了空间载体，可通过小区道路的断面改造，增加

儿童慢行道、无障碍通道、绿化带，实现多功能区

划，构筑“步行主导”的儿童友好道路交通设计

体系。

（4）舒适性：生态城儿童活动空间针对不

同年龄段的儿童分别设计了幼童活动区、学龄儿

童活动区与家长休息区，供儿童游乐的设施以大

型组合滑梯、秋千、健身器械、地形起伏的攀爬区
图4　生态谷（白色线框内）及周边居住小区人体舒适度PET指数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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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能够满足儿童活动的基本需求。丰富多样

的公共空间类型与游乐设施为创造具有舒适性

的儿童友好的公共空间提供了空间载体，可进一

步通过景观改造、增设富有挑战的公共空间，从

整体上形成连续、丰富、趣味、舒适的儿童友好公

共空间网络。以生态城第三社区中心周边地块为

例（见图7），结合生态谷、社区服务中心及公交

站等城市公共空间，增设具有普及知识、增加科

学认知、寓教于乐作用的智慧型儿童友好展示设

施。结合儿童休憩节点形成连续、舒适的儿童游

玩慢行路径，沿途布置注重植被搭配和科普意义

的儿童园艺游乐区域，或改造沿街店铺橱窗成为

鼓励儿童大胆创造的涂鸦墙，以种类丰富、解放

儿童天性的体验空间增加儿童的好奇心，同时延

长儿童户外滞留时间，促进儿童的健康。

除公共空间类型外，服务设施的针对性精

细化处理也直接影响儿童友好公共空间使用的

舒适性。生态城社区服务中心是对新加坡模式

改良而成的具有公共服务、信息交流和社会融

合等功能的综合性社区活动中心。将社区服务

中心局部公共空间作为儿童活动区域，综合考

虑儿童与成人的生理与心理差异，对活动中心

内儿童活动设施尺寸、儿童座椅、公共卫生间中

图5　生态城中各类儿童活动公共空间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6　生态城儿童友好的公共空间布局与街道设计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儿童洗手池、儿童专用的扶手栏杆等进行精细

化设计，营造舒适便利的儿童活动氛围，不仅体

现对儿童的心理、生理需求的尊重，积极调动儿

a 半围合活动场所

d 小型水景与水车

b 高大树下的休息场所

e 植物藤架

c 社区内儿童组合滑梯

g 轮滑滑板主题公园f 小型水景

b 面向儿童公园的出入口

c  生态城人行道布局 a        生态城儿童友好公共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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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参与活动的热情，还能够满足家长在享受社

区服务设施的同时看顾儿童的需求。未来社区

发展过程中，儿童友好导向的社区公共空间将

培养孩子们的社区归属感，创造和谐的社区氛

围，对提高文化生活品质和加强城市宜居性具

有重要意义。

（5）安全性：生态城设有以儿童活动为主

题的儿童公园，将儿童安全、儿童教育等元素融

入活动场地与设施中。公园内地面全部采用橡胶

地垫，避免儿童跌倒产生磕碰；活动设施没有锐

角，空中活动空间采用绳索进行围护，配套服务

设施以儿童生理尺度为标准进行设计，为陪护的

家长提供遮阴廊亭与茶座桌椅。相较而言，生态

城儿童活动公共空间缺少安全提示标识和完备

的夜间照明系统，可增加“注意蚊虫叮咬”“注意

涉水安全”等信息栏或标识，提升儿童与家长的

户外活动安全意识；保持良好的夜晚照明，公共

空间保证适度开敞，以获得足够监督和舒适，从

而提高空间使用率和安全性。另外，进一步将儿

童友好的公共空间研究视野扩展至城市街道空

间，将有助于提升整体生态城步行安全性。在绿

色出行理念的引领下，生态城每条街道均采用机

动车道与慢行专用道分离的“三块板”断面设

计，保证了街道中儿童步行空间的非机动性。但

步行道与非机动车道仅通过地面铺装进行区分，

未采用高差、树篱等方式分隔行人与非机动车的

活动空间。儿童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轨迹更加多

变且难以控制，提前识别交通安全隐患的能力相

对较弱，此类慢行空间设计对于儿童存在一定

的安全隐患，需通过进一步的精准化设计优化提

升。如增加道路的限速设施与标识；保证交叉路

口的安全防护，在与车行道交叉的地方设置缓冲

区域，并在道路两侧设置植物隔离带；连接学校、

幼儿园的社区道路设置专用的儿童自行车道。除

上文探讨的场地设施等客观策略外，还建议生态

城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如幼儿园、小学定期举办

图7　儿童友好公共空间舒适性设计策略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6697435_Where_do_the_Children_Play_Designing_

Child-Friendly_Compact_Cities#references改绘。

安全教育活动，提升儿童对于安全和危险隐患的

认知和应对能力；鼓励社区积极组织安全主题亲

子活动或参观消防局、公安局等。建立从理论到

实践的完整、严格的安全教育系统，关注儿童心

智健康与人身安全，让儿童在安全、包容、绿色的

社区中健康成长。

5   结语

儿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儿童友好导

向的公共空间设计是城市设计人性化发展的必

然要求，以关爱儿童的视角进行城市规划与空间

设计则是城市规划师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与专业

素质。本文基于儿童行为心理特征分析了满足儿

童需求的公共空间设计要素，并结合中新天津生

态城的建设经验，以“生态性—适用性—可达

性—舒适性—安全性”视角入手，构建了儿童友

好导向的生态社区公共空间设计策略体系，以期

能够为我国生态社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

提供新的思路与设计方法，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

城市规划领域对儿童群体利益关注的不足。本文

以国内外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并结合实证研究，研

究数据与研究方法仍有待完善，在今后将进一步

加深对儿童需求的认知，深化空间策略研究，从

而创造更加符合群体利益的儿童友好型城市与

社区。

杨贵庆，房佳琳，关中美. 大城市建成区小尺度公

共空间场所营造与社会资本再生产[J]. 上海城市

规划，2017（2）：1-7.

YANG Guiqing, FANG Jialin, GUAN Zhongmei. 

Place making of small-scale public space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built-up areas in big 

citie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2): 

1-7.

李小云. 包容性设计——面向全龄社区目标的公

共空间更新策略[J]. 城市发展研究，2019，26（11）：

27-31.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2]



28 | 儿童友好型城市

LI Xiaoyun. Inclusive design: public space renewal 

strategy for the targets of community for all ages[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6(11): 27-31.

孙道胜，柴彦威. 城市社区生活圈体系及公共服务

设施空间优化——以北京市清河街道为例[J]. 城

市发展研究，2017，24（9）：7-14，25，2.

SUN Daosheng, CHAI Yanwei. Study on the urban 

community life sphere system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 case study of Qinghe 

area in Beijing[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7, 

24(9): 7-14, 25, 2.

徐怡珊，周典，刘柯琚. 老年人时空间行为可视

化与社区健康宜居环境研究[J]. 建筑学报，2019

（S1）：90-95.

XU Yishan, ZHOU Dian, LIU Keju. Research 

on the elderly space-time behavior visualization 

and community healthy livable environment[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9(S1): 90-95.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 Building child friendly cities: a framework for 

action[R/OL]. (2004-02-03)[2020-05-11]. https://

www.unicef-irc.org/publications/pdf/cfc-framework-

eng.pdf.

MARCUS C C, FRANCIS C. People places: design 

guidelines for urban open space[M].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1997.

MCKOY D, STEWART J, BUSS S. Engaging 

students in transforming their built environment via 

Y-PLAN: lessons from Richmond, California[J]. 

Children, Youth and Environments, 2015, 25(2): 229-

244.

BOURKE T M, SARGISSON R J. A behavioral 

investigation of preference in a newly designed New 

Zealand playground[J]. American Journal of Play, 

2014, 6(3): 370-391.

DELICADO A, ROWLAND J, FONSECA S, et 

al. Children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Portugal: 

policies, education, and (non) particip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Science, 2017, 

8(3): 246-257.

Arup. Cities alive: designing for urban childhoods[J]. 

(2017) [2020-05-11]. https://www.arup.com/-/media/

arup/files/publications/c/cities_alivedesigning_for_

urban_childhoods.pdf.

LIEFAARD T, DOEK J E. Litigating the rights of the 

child[M]. New York: Springer, 2016.

UNICEF. The child-friendly city initiative in 

Finland[EB/OL]. (2017-02-24) [2020-02-20]. https://

s25924.pcdn.co/wpcontent/uploads/2017/10/CFCI-

Case-Study-Finland.pdf.

张守仪. 儿童和居住环境[J]. 建筑学报，1990（8）：

8-9.

ZHANG Shouyi. Children and living environment[J]. 

Architectural Journal, 1990(8): 8-9.

方咸孚，王全德，李雄飞. 居住区儿童游戏场的规

划与设计[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FANG Xianfu, WANG Quande, LI Xiongfei. 

Planning and design of children's playground in 

residential area[M]. Tianjin: Tianj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6.

方咸孚. 儿童游戏场设计与实例[M]. 天津：天津科

学技术出版社，1992.

FANG Xianfu. Children's playground design 

and examples[M]. Tianjin: Tianj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2.

翟宝昕，朱玮. 儿童户外活动视角下的上海市建成

环境评价研究[J]. 上海城市规划，2018（1）：90-

94.

ZHAI Baoxin, ZHU Wei.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to promote children's outdoor 

activities in Shanghai[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8(1): 90-94.

曾鹏，蔡良娃. 儿童友好城市理念下安全街区与出

行路径研究——以荷兰为例[J]. 城市规划，2018，

42（11）：103-110.

ZENG Peng, CAI Liangwa. Safe block and children's 

travel route (Kindlint) planning under the concept of 

child-friendly city: a case study of Holland[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8, 42(11): 103-110.

黄军林，李紫玥，曾钰洁，等. 面向“沟通行动”的

长沙儿童友好规划方法与实践[J]. 规划师，2019，

35（1）：77-81，87.

HUANG Junlin, LI Ziyue, ZENG Yujie, et al. Child 

friendly planning practice towards communicative 

action, Changsha[J]. Planners, 2019, 35(1): 77-81, 87.

PREYER W T. The mind of the child: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being in the first years of life[M]. Oakton: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8.

沈瑶，刘晓艳，刘赛. 基于儿童友好城市理论的公

共空间规划策略——以长沙与岳阳的民意调查

与案例研究为例[J]. 城市规划，2018，42（11）：

79-86，96.

SHEN Yao, LIU Xiaoyan, LIU Sai. Study on urban 

public space planning strategy based on child-friendly 

city theory: taking public opinion surveys and case 

studies in Yueyang and Changsha as example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8, 42(11): 79-86, 96.

FLOURI E, MIDOUHAS E, JOSHI H. The role 

of urban neighbourhood green space in children's 

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resilienc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4, 40: 179-186.

HAIDER J. Inclusive design: planning public urban 

spaces for children[J]. Municipal Engineer, 2007, 

160(2): 83-88.

GAUVAIN M, ROGOFF B. Influence of the goal 

on children's exploration and memory of large-scale 

space[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6, 22(1): 72.

陈天，臧鑫宇，王峤. 生态城绿色街区城市设计策

略研究[J]. 城市规划，2015，39（7）：63-69，76.

CHEN Tian, ZANG Xinyu, WANG Qiao. Research 

on urban design strategies for green blocks in eco-

city[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 39(7): 63-69, 76.

邓卓迪. 试论儿童公园分区规划及内容设置[J]. 广

东园林，2013，35（5）：19-22.

DENG Zhuodi. Discuss on zoning planning and 

content settings of children parks[J]. Guangdo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3, 35(5): 19-22.

李梦超，李阳力，陈天. 基于都市农业理论的城市

中心老旧住区生态化改造更新研究[J]. 建筑节

能，2019，47（9）：70-78.

LI Mengchao, LI Yangli, CHEN Tian. Renewal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in urban centers based on urban 

agriculture theory[J].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2019, 47(9): 70-78.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