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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Healthy Communities Based on Child-
friendly Perspectives

何灏宇   谭俊杰   廖绮晶   袁  媛    HE Haoyu, TAN Junjie, LIAO Qijing, YUAN Yuan

儿童是社区活动的主体人群之一，在社区中实现儿童友好是推进健康社区的重要环节。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有着不同的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需求，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需通过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建设，满足全龄段儿童的身心

需求。分析荷兰代尔夫特、奥地利、日本新雪谷町，以及国内的深圳、南京等地从政策先导、机制构建、文化塑造、空间营

造4方面探索基于儿童友好的健康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基于后疫情时代的背景及当代健康理念，从政策、文化、空间、

机制4个维度总结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的营造策略。其中，政策是保障，文化是基础，机制是推动力，空间是载体。以期为

我国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的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Children are one of the main groups of community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realization of child-friendly commun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romoting healthy communities.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have different needs of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daptation. A child-friendly healthy community needs to meet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needs of all-

age childre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Delft, Austria, Niseko Town, Shenzhen, 

Nanjing and other places tried to explore the child-friendly health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rom policymaking, mechanism 

building, culture building and space building.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ng normal and 

epidemic situations and the experience of child-friendly healthy communit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a child-friendly healthy community from four dimensions of policy, culture, space and mechanism. Policy is the guarantee,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mechanism is the driving force, and space is the carrier.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in 

theor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healthy commun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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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全民健康首次成为国家战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健康社区建设是实

现健康中国的重要抓手。健康社区的核心是

以人为本，强调全民健康，考虑对全龄居民友

好，其中尤其要考虑长者、儿童等弱势群体的

友好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国内健康社区的相

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社区规划设计、社区适老

化改造以及居民健康影响因素等方面[1-2]；疫情暴

发以来，健康社区疫情常态化防控思路[3]170，[4]亦

受到关注。然而，除了长者外[5]，从特定人群需

求切入的健康社区研究仍较少。儿童是参与社

区活动的主体人群之一，友好的社区空间环境

能增加儿童游戏活动频率[6]，减少身体肥胖、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多元量化模型的大城市贫困居民健康的邻里影响研究”（编号51678577），“基于开放平台数据的中国大城市内部贫困空间测度和

分异机制研究”（编号41871161）；广东省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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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孤独与意外伤亡的发生，有利于儿童的身

心健康成长[7]。然而，儿童身心发展尚未成熟，

对社区环境有特定的需求。为此，本文从儿童

的健康需求出发，在借鉴相关案例的基础上，

探索基于儿童友好的健康社区规划的运行机

制、运行体系，以期推进儿童友好型的健康社

区的规划建设。

1   健康社区建设与“儿童友好”

1.1   健康社区的定义演变

“健康社区”概念最早被定义为通过各组

织协作，能够有效提高居民个体健康水平的社区。

此后，健康社区的内涵经历4方面拓展[5]171，[8-9]：

一是健康理念多维化，从单一的身体健康拓展到

身体、心理、社会健康相结合；二是从关注个人

健康拓展为社区组织乃至社区整体健康；三是

健康要素丰富化，从单一的建成环境规划，拓

展为注重健康社区的多元化的居民参与、社区

内外部行动者协同治理；四是考虑平灾结合，

将灾情应对纳入健康社区考量中。

当前，健康社区的定义为：通过社区中的

所有组织和个人共同促进社区达到整体健康

状态。具体包括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环境的

健康，以及个体与社会环境在平时与灾时的良

性互动，涵盖了规划、建设和治理全过程[10]。

1.2   儿童友好社区的内涵和实践

“儿童友好”（child-friendly）概念最早源

于1996年联合国第二届人居环境大会的“儿

童友好城市”概念，其定义为听到儿童心声，

实现儿童需求、优先权和权利[11]69，并提出从

社会环境治理和空间环境建设两方面来实现

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

基于儿童友好的内涵，建设儿童友好社

区的目标应包含政策、文化、空间、机制4个维

度：政策维度为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提供政策环

境基础；文化维度，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和环

境，儿童有权参与自身相关的社区建设；空间

维度，社区中有儿童安全行走和玩耍的空间，

并提供教育、医疗、庇护和娱乐等服务；机制维

度则是营造儿童友好社区的制度保障。

儿童友好的实践始于城市尺度。自1996

年“儿童友好城市”被提出以来，已有3 300

个城市和地区申请到儿童友好型城市/地区称

号。近年，儿童友好的实践逐渐细化到社区，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2019年出台的《儿童友好型

城市手册》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社区的

5大目标；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制

定《在城市规划将健康融入城市和地区规划》

资料书，提出需在城市、社区、建筑尺度上制定

有利于儿童空间的政策；荷兰、奥地利、日本、

德国、英国等国纷纷开展儿童友好社区实践。

国内儿童友好社区发展也逐渐起步。2019年，

我国民政部提出将“儿童友好”纳入各级政

府社区发展规划中；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大

背景下，深圳、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均开展了

儿童友好社区试点。

1.3   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

基于健康社区和儿童友好理念，本文提

出从儿童的健康需求出发，建设儿童友好型健

康社区。

整体上，儿童友好社区的内涵和理念与

健康社区较为契合。当代健康社区的内涵强调

关注全龄居民的身心及社会多维健康，在关注

儿童健康方面与儿童友好社区“政策、文化、

空间、机制”4大维度的需求指向相契合。健康

社区的内涵更强调社区个体、社会组织，乃至

社会环境整体的多维健康，而儿童友好的内涵

更关注如何营造满足儿童需求的物质环境与

社会环境。

儿童友好社区倡导构建能保障儿童健康权

益、满足儿童需求的物质环境及社会环境，是确

保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手段，也是健康社区建

设的必有之义。故构建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可

作为健康社区建设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同时，儿

童友好社区和健康社区理念各有侧重，互相补

充，在社区营造策略上应将两者结合考量，从而

更全面地保障社区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建设应基于对儿童

健康需求的精准把握。传统城市规划和治理基

于成人普适性需求导向，其价值观对儿童利益

和需求存在忽视，导致儿童健康需求难以得到

保障[12]。随着儿童友好社区和健康社区理念的

提出，我国规划领域对于儿童健康需求的重视

程度逐渐提高。剖析儿童健康需求是儿童友好

型健康社区营造的首要环节。

2   儿童健康需求分析

儿童在生理机能和心理特征上均由于发展

未成熟而存在健康脆弱性，因此相较成人，儿童

对于社区物理和社会环境具有更为特殊的健康

需求。同时，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因身心发展差异

导致行为模式存在分异，进而反映出对社区外

部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需求的差异[13]。

儿童的健康需求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

康及社会适应3方面[14]。生理特征上，儿童机体

免疫力较低，易由多种因素致病，超重、肥胖等

健康问题高发。心理特征上，儿童存在探索、邂

逅、成长、参与世界的强烈需求[15]。社会适应则

指与周围社会环境保持良好的协调关系和心

理素质的状态[16]，适度的社交活动有利于儿童

健康成长。在后疫情时代，体力活动减少、电子

屏幕使用时间延长、作息不规律[17]等生理健康

问题更加突出。儿童尤其是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群体（如自闭症儿童等），可能会由于外部服务

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减弱而产生焦虑、恐慌等情

绪与心理问题[18]92，其身心健康问题亟需更多

的关注。由于儿童的健康脆弱性，其健康状况

对社区环境有更高的要求，如规律性体育锻炼

有利于预防慢性病和流行病[11]70，社会治安[19]、

社区健康教育[20]、心理健康服务[18]93等要素均

有助于儿童心理健康发展，多元化的户外活动

可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并锻炼儿童的社会交往

能力[21]。

结合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四阶段理论和

埃里克森的人格渐成论八阶段理论，本文根

据儿童身心发展特征将儿童的成长过程划分

为婴幼儿（0—2岁）、学龄前儿童（3—7岁）、

学龄初期儿童（8—11岁）、青春期（12—15

岁）4个阶段。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行为特征和

身心需求存在差异（见表1-表2）。婴幼儿通过

哭叫、视听等反射性动作来认知世界，心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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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界事物存在不信任，生理上依赖家长的保

护，缺乏独立活动的能力；由于活动范围多限

于家庭室内，对社区活动空间的功能需求较

小，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还需考虑看护家长的

活动便捷性。学龄前儿童有一定的独立活动能

力，但仍需家长看护，活动范围扩展到社区户

外，猎奇心理强烈，在心理层面开始培育对社

区的归属感和一定的社交能力，在户外团体活

动中结交朋友，因而对活动空间多样性的需

求增加，需兼顾空间的安全性、可达性和趣味

性。学龄初期儿童具备独立活动能力和基本的

逻辑思维能力，对于周边事物有一定的思考，

其提出的问题趋于广泛且初具深度，社交能力

不断提高，邻居朋友逐渐成为陪伴对象；需要

更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社区活动空间，且其思

考能力和参与能力的培养应得到重视，应鼓励

其接触社区事务，并在社区参与中成长。随着

身体素质提高，青春期儿童更倾向于高强度、

竞技类的户外活动，如球类运动等，儿童的思

维日趋成熟，形成探索自我意识和自我社会角

色；应加强对其社区参与能力的培养，引导其

社会适应素质健康发展。

综上，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营造应关注

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建成环境需注重

安全性、便捷性及全龄适宜性，通过促进儿童

开展体力活动来提高生理健康状况；社会环境

则应有利于儿童日常学习、社交、表达，且充分

尊重儿童参与权利，引导儿童心理健康和社会

适应健康发展。

3  基于儿童友好的健康社区建设案例

基于儿童的身心健康需求，本文针对性地

选取了荷兰、奥地利、日本以及国内深圳和南

京的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作为案例，从政策、

文化、空间和机制4方面分析其在社区建成环

境及社会环境中的实践经验。其中，荷兰代尔

夫特侧重从儿童出行路径的设计上构建社区

的健康建成环境；奥地利以社区扩建、完善公

共服务设施、组织儿童参与社区规划研讨会等

方式，从空间营造与机制构建两方面同步构建

健康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日本制定法律体

系、政策传导机制以及组织儿童理事会，从政

策传导和参与机制构建两方面构建社区健康

的社会环境；深圳构建3级规划和政策传导机

制，建立“市—区—社区”3级儿童代表架构，

举办儿童参与活动等，从政策传导、文化塑造

及机制建构3方面推动社区社会环境建设；南

京则组建多元协作队伍，建构多元主体协作治

理机制，推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建设。

3.1   荷兰代尔夫特市福德斯伦街区: 空间   

        营造型的儿童出行路径设计

2004年荷兰代尔夫特市开始推行“儿童

友好城市”理念，通过对社区进行儿童友好

改造，全面提升社区街道的安全性和趣味性，

促进儿童投身户外活动，提高儿童身心健康水

平。其中，福德斯伦街区是示范街区，提出设计

兼具安全性和趣味性的“儿童出行路径”（见

图1）。即设计儿童明显可辨识的线路，采用区

别于车行道的铺装形式和材质，串联儿童常用

设施和具有吸引力的地点，包括宅前空间、绿

地、水边等儿童活动空间，形成线性儿童游憩

空间网络。如福德斯伦街区的“儿童出行路

径”串联了街区内的2所小学、1所幼儿园以

及5处活动场地，儿童可通过步行或骑行安全

地到达路径上的各个地点[23]（见图2）。

其间鼓励儿童参与的线路规划。提供儿

表1  各年龄阶段儿童身心健康需求及社区环境诉求

Tab.1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needs and the demands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of children of all 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年龄阶段 生理需求 心理需求 社会适应 建成环境诉求 社会环境诉求

婴幼儿
（0—2岁）

活动范围多限于家庭室
内，依赖家长的保护

心理对于外界事物存在
不信任 —

对社区活动空间的功能需求较小，需
考虑安全性和看护家长的活动便捷
性，如设置母婴设施

—

学龄前儿童
（3—7岁）

有 一 定 的 独 立 活 动 能
力，活动范围开始扩展
到社区户外，渴望色彩
等要素的强烈冲击 

猎奇心理强烈，开始培
育对社区的归属感

开始参与团体活动和结
交朋友

对活动空间多样性的需求增加，强调
空间的安全性、可达性和趣味性 通过社区团体活动来结交朋友

学龄初期儿童
（8—11岁）

具备独立活动能力和基
本的逻辑思维能力，需
要足够的活动场地来开
展团体活动

渴望除父母外的社会关
系的陪伴，扩大社区内
的社交圈子，渴望成人
的支持、帮助与赞扬

对于周边的事物有一定
的思考，其提出的问题趋
于广泛且初具深度，社交
能力不断提高

更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探索类型的
社区活动空间，以及适于社会交往的
社区空间环境

通过团体活动扩展社区朋友圈
子，开始接触社区事务，表达自
身的思考与理解

青春期
（12—15岁）

身体活动能力加强，社
区活动类型偏好转向竞
技类体育运动

抽象推理能力较强，善
于进行个人思考、想象
和表达

探索自我意识的确定和
自我角色的形成，思考自
己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

竞技类的户外活动空间，如球类活动
尊重其社区参与权利，通过加强
社区参与能力和领导力培养来
促进社会适应素质的健康发展

表2  各年龄段儿童的活动类型一览表

Tab.2  Types of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2]。

年龄段 活动类型
0—5岁 滑梯、沙池等

6—11岁 探险类、攀爬类的活动，如迷宫、小型攀登架、跳蚤市场、儿童农场、戏剧表演广场、浅水
池、互动游戏、堡垒游戏等

12—15岁 竞技类的球类运动，如互动艺术装置和景观小品、索桥、滑板公园、体育运动场地、果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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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表达意见的平台，让孩子们在社区平面图上

标注各自的行走路径喜好、常去地点及其认为

危险的地点。在此基础上，规划人员整理出儿

童习惯的行走路径，用于指导“儿童出行路

径”的规划[24]24。

3.2   奥地利: 空间营造与儿童参与机制建构

        并重

奥地利是推行儿童友好城市理念的先行

国家之一，其倡导创建儿童友好型社区，使社

区成为国际儿童友好城市倡议的一部分，并选

取了多个社区作为试点；致力于提升儿童健康

状况，近年来取得显著成效。

空间营造方面，奥地利倡导社区扩建和

改善社区儿童活动空间，建设适合儿童和老年

人使用的运动场地、游乐场地和游乐休息设

施，设置儿童专用的自行车道，为儿童提供优

质的身体活动场所。在社区设立公共的儿童跳

蚤市场、家庭中心、青少年中心、日托中心、亲

子中心、儿童保育设施等，为儿童提供多元化

的日常生活服务；关注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问

题，建设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机构，并通过

组织开展青年健康会议，提升青年和儿童健康

的社会关注度[24]58。

为使儿童友好空间营造贴合儿童真实的

身心健康需求，奥地利非常注重推动儿童参与

社区规划，在城市儿童权利战略中明确提出争

取儿童权利，增加儿童的参与机会。奥地利相

关部门搭建了青年与成人共同协作的组织框

架，推动青年、儿童成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

主导力量。社区组建儿童事务委员会和青年委

员会，设立青少年中心和青年俱乐部，并组织

开展研讨会等促进儿童参与的社区活动，邀请

儿童及其他社区成员共同制定儿童友好社区

提案[24]58。

3.3   日本新雪谷町: 政策先导与儿童参与机制

建构并重

日本制定了儿童友好相关的法律条文。

国家尺度上，于2004年颁布了《儿童权利公

约》，保障儿童权利，提倡将儿童视为具有人类

尊严和基本人权的主体。城市尺度上，日本的

新雪谷町（Niseko Town）制定《城镇建设

基本条例》，明确规定了20岁以下的儿童和青

年参与城乡规划项目的权利，促进儿童在社会

事务参与方面的健康成长。

具体的制度设计中，新雪谷町设立了由

小学生、初中生构成的“儿童社区发展委员

会”[26]，提供机会给当地儿童接触、思考城市

发展的问题，提升儿童参政议政的意识与能

力。政府每年对社区儿童公开招募，最终选取

10人作为委员会成员。儿童社区发展委员会

成立后，会参观考察社区，并基于儿童的视角

挖掘社区问题，提出实施建议。

此外，新雪谷町每年举办由镇长和相关

部门官员参加的儿童议会[27]19。儿童代表在议

会上通过与政府官员对话，落实“社区发展委

员会”提出的建议；而在儿童议会上针对建议

提出的问题，也会在“社区发展委员会”中进

行讨论与研究（见图3）。

3.4   深圳“二线插花地”棚户区: 政策传导、

　　 文化塑造及机制建构多头并进

2016年，深圳提出建设中国第一个儿童

友好型城市目标，并明确提出以社区为试点和

抓手，探索儿童友好型城市[28]9。其中，罗湖区

“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是深圳市儿童友好城市

的试点社区和成功范例，其强调切实保障儿童

健康需求和促进儿童参与，从而建设基于儿童

友好的健康社区。

深圳市构建了“战略规划—行动计划—

试点项目”3级规划和政策传导机制，以试点

项目为抓手探索学校、社区、医院等儿童友好

空间改造的具体策略[28]6-9。

此外，深圳市建立了“市—区—社区”3

级儿童代表架构和“市—社区”2级儿童议事

会制度，通过定期议会建立儿童诉求表达、权

利保障的层级传导机制（见图4-图5）。同时，

举办儿童参与活动来培育社区儿童友好文化，

采用“儿童扎针地图”“我与我的社区”等多

样化、趣味性的参与形式，引导儿童参与社区

公共空间改造的规划方案制定。

3.5   南京泥塘社区: 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机制

        建构

南京泥塘社区是“儿童权利倡导和儿童

保护”试点[29]，共有6 500名儿童，低龄儿童数

量多且单亲、离婚家庭数量多。近年来该社区

投入102万元用于建设贴合儿童需求的友好

空间，如儿童健身器材、儿童户外游乐场、儿童

洗手池、儿童分类垃圾桶以及妇女儿童之家、

母婴室、儿童心理调适室、儿童图书阅览室等

公共服务设施[29]，为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了

优质的活动空间和服务。

为保障“儿童保护项目”的长效运作，泥

图1　“儿童出行路径”建构核心内容

Fig.1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travel route (Kindlint)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4]23绘制。

图2　 “儿童出行路径”示意图

Fig.2  Children's travel route (Kindlin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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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社区组建了多元主体协作队伍（见图6）。队

伍核心由社区主要工作人员、居民小组长、楼

栋长、社区网格员等120位社区能人组成，为

困难儿童提供服务。一方面，社区在家长群中

挑选了20位优秀家长，建立家长志愿者队伍，

协助项目团队开展工作。另一方面，社区与本

地高校社工组织等第三方服务组织开展合作，

建立服务基地，至今共进驻12家社会组织，开

展了100多场儿童安全教育、应急救护教育、

课业辅导和心理辅导等服务活动；此外，社区

邀请一批教师、医生、公安、消防等行业专业人

员参与建设，为公共服务和社区治理提供专业

支持[29]。

4   基于儿童友好的健康社区的营造策略

总结国内外案例，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

建设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从儿童出发，让儿童发

声，倾听儿童诉求，满足儿童健康成长需求，引

导儿童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并共享治理成果，实

现儿童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需求。

具体的社区营造由政策、文化、机制、空间的4

大方面共同实现，其中儿童友好的政策是社区

营造的保障；尊重儿童权利与表达的社区文化

是基础；儿童友好社区空间是促进儿童体力活

动、心理成长和社会交往的实施载体，应体现

可达性、安全性和游憩性3大主要原则；儿童

参与和多元协作机制维度是儿童友好型健康

社区营造的实际推动力（见图7）。

此外，在后疫情时代，平灾结合是健康社

区建设的重要内涵。国家卫健委指出，“儿童和

孕产妇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易感人

群”。疫情暴发迄今，儿童健康保障仍面临着严

峻挑战。在后疫情防控时期，除日常生活环境

建设外，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还需关注疫情时

期的防控治理，建设平灾结合的健康社区，为

儿童营造全时期全方位健康、安全、舒适的社

区环境。

4.1   政策维度

形成保障儿童参与权利的法规政策体

系，推动层级分明的健康社区建设策略，以及

构建承认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是推动儿童友

好型健康社区建设的政策保障。

（1）制定健康社区建设行动策略体系

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健康社区建设行动

策略，分解和细化国家战略目标，推动社区层

面的健康目标落实，在各项规划中落实儿童参

与到健康社区的建设中。如深圳设计的“战略

规划—行动计划—试点项目”3级行动策略，

形成推动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建设的宏观战

略设计到微观试点推进的层级推动路径，确保

行动策略清晰可行。

（2）明确儿童的社区参与权利

应在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体系中逐步

完善儿童权利的相关法律条文，明确儿童的社

区参与权的实现方式。日本政府出台《儿童权

利公约》，明确儿童在社会事务中的权利，并鼓

励地方制定地方性条例[27]20。基于《儿童权利

公约》，新雪谷町进一步制定《城镇建设基本

条例》，明确了儿童参与城乡规划项目的权利，

并提出参与指引。

4.2   文化维度

建设基于儿童友好的健康社区，营造儿

童友好的文化氛围是基础，包括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两个良性互动过程。自上而下需加强宣

传，形成儿童友好的舆论氛围，增强儿童的话

语权，并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儿童参与健康社区

规划的权利。自下而上则倡导儿童积极参与社

区公共空间环境改造规划，主动表达诉求和规

划意愿，培养参与意识和能力，同时积极营造

儿童友好的沟通环境，在交流中运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减少专业术语，便于儿童更好参与到

社区事务中。

（1）加强儿童友好理念和健康相关知识

技能的宣传教育

政府部门可通过举办社会活动，促进社会

对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认知与参与，为儿童

营造表达自身诉求、行使参与权利的文化氛围。

如深圳数百个社区2020年首次举办的“儿童

友好社区日”活动得到了市民的热烈回应[30]，

对营造儿童优先、儿童友好的社会氛围具有重

图3　 日本儿童社区参与的实现路径

Fig.3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Japanese childre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社区级儿童代表选取流程

Fig.4  The selection process of children representative 
in  community leve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社区儿童议事会

Fig.5  Children's council in commun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4]29。

图6　 泥塘社区多元主体协作队伍示意图

Fig.6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team of Nitang Communit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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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健康社区的多主体协作示意图

Fig.8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in healthy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要意义。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可借鉴疫情期

间的社区防控经验，以社区为单元开展疫情及

自救的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宣传教育，提升居民

尤其是儿童对健康的认知水平。在特殊时期，

社区还可通过业主群等线上渠道定期举办防

疫宣传教育活动，向社区儿童宣传防疫知识。

（2）培养儿童的社区归属感和参与意识

除自上而下的被动参与外，政府和社区

还应通过日常宣传和趣味性的教育活动，培养

儿童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推动儿童培养

参与意识，主动融入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环

节，从而培育社区儿童自组织，实现儿童友好

型健康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治理。如深圳市红

荔社区通过举办“儿童扎针地图”“我与我的

社区”等活动，培养儿童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

和能力。

（3）倡导用儿童友好的话语解释公共事务

儿童缺乏专业知识，难以理解相关技术

说明和准则，故在儿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

及与儿童交流过程中，用讲故事、绘画等通俗

易懂、趣味性强的方式解释公共事务，创造儿

童友好的语境，有助于儿童理解公共事务。如

成都紫薇社区面向全社区儿童开展疫情防控

主题宣传画活动，通过绘画形式促进社区儿童

对疫情相关知识的学习与思考[31]。

在疫情防控中，儿童友好的沟通方式将很

大程度地提升防疫治理效果。例如深圳翻身社

区的“快乐宅家，科学防疫”线上活动，通过绘

制防疫手抄报、防疫小讲堂、防疫魔术秀、防疫

知识竞赛等趣味性的活动，调动社区儿童参与

的积极性，促进社区儿童远程学习防疫相关的

技能和知识，取得了良好的宣传科普效果[32]。

4.3   空间维度

安全健康且适应儿童活动需求的社区空

间是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的物质载体，是儿童

友好型健康社区营造的重点。与儿童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的社区空间主要包括户外活动空间、

出行空间、公共服务空间等。完善的社区活动

与服务空间体系不仅为儿童提供安全舒适的

日常活动环境，还有利于面对突发性公共卫生

事件实现平灾转换，形成社区防疫单元。

（1）全年龄段友好的户外活动空间

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应配建社区公园、

户外游戏场地等儿童活动空间。根据不同年龄

段儿童的行为习惯和成长需求，对社区室外活

动区域按照年龄段进行功能划分，引导全年龄

段儿童进行身体锻炼。同时，与老年友好目标

相结合，将老人活动区和低龄区就近设置，便

于儿童看护。

通过增强户外空间的趣味性，引导儿童投

身户外活动，也有利于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

如在社区布置社区农场、社区菜园、社区花园

项目；打造主题户外空间，丰富活动体验；打造

亲子空间，增强社区家庭亲子关系。

（2）安全且充满乐趣的出行空间

结合儿童出行习惯和目的地倾向，合理

规划儿童出行路径。路径采用符合儿童尺度的

设计，配套儿童常用服务设施，并且迎合儿童

的猎奇心理特点，采用区别于普通出行路径的

卡通、色彩等设计元素，增强儿童出行的引导

性和趣味性。

具体的街道空间设计需避免人车冲突。

拓宽社区内街，根据孩子的活动习惯重新梳理

交通灯控系统，分时段封闭车流量较少的道

路，打造人车共存的街道空间，提高社区内街

安全性。同时，推荐儿童自己设计街道的标识

系统，采用儿童风格和彩色，增强可辨识度和

引导性。

（3）完善且可达的公共服务空间

参考深圳市的儿童友好社区实践，以符

合儿童步行尺度的5分钟社区儿童友好生活圈

规划、建设为载体，布局社区级的儿童教育、医

疗、文化、体育、福利设施，包括幼儿园、社区卫

生组织、儿童图书室、儿童议事室、社区儿童综

合活动室、母婴设施等，保障社区儿童能便捷

地享受到基本服务，并结合安全性和趣味性原

则设计儿童活动设施场地，促进儿童的身心健

康发展。

（4）灾时社区防疫单元空间体系

图7　基于儿童友好的健康社区规划建设的4个维度

Fig.7  Four dimensions of child-friendly healthy commun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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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疫情防控的基本单元，也是儿童

这一弱势群体和易感人群的重要健康保障。需

重点关注社区入口空间、内部活动空间与服务

空间。社区入口空间监管是实现源头控制的关

键环节，社区应安排工作人员值守，设置体温

监测点，严格控制人流、物流出入，降低儿童

接触风险的机率。在社区内部，倡导户外活动

空间的点状化和分散化，在宅前空间设置简易

活动设施和座椅，便于改造为临时儿童活动

场地，减少儿童群体过度集聚；社区集中式公

共活动空间则配置免洗洗手液等防疫物资。社

区中应配套儿童诊所、儿童商店等应急服务空

间，保障社区应急服务的自给自足，尽量避免

社区儿童与社区外感染源相接触。

4.4   机制维度

为使儿童真正成为社区事务决策中的参与

者，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需共同探索在社

区中构建儿童参与的制度设计，形成涵盖儿童

在内的利益多方协作机制，构建动态评估机制。

（1）设计儿童社区参与的制度

在社区规划设计中，需完善儿童参与社

区建设的制度设计。可构建社区儿童代表制度

和儿童需求落实机制等常态化机制，选取儿童

代表，定期与相关决策者交流，表达儿童对社

区的看法，并参与社区日常事务决策。如日本

新雪谷町的中小学生社区发展委员会——儿

童议会两级治理制度，以及深圳的儿童代表制

度、儿童议事制度，均是实现社区中儿童诉求

表达、权利行使的良好制度设计。

（2）形成多方协作的社区规划和治理机制

健康社区的建设强调开放性、共享性，需

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尤其是儿童参与的积极性。

通过开展需求调查、设计工作坊、社会监督等

形式，引导多元主体介入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

的规划设计与治理。根据社区特质，构建多方

协作机制，推动儿童参与社区规划决策。其中，

政府提供制度、政策保障，企事业和公益组织

提供服务与支持，学校、街道社区共同参与，媒

体进行宣传、跟踪，共同构建儿童参与的社区

协同规划治理机制（见图8）。

（3）构建绩效考核、动态评估机制

建立定期绩效考核机制，为儿童友好型健

康社区的建设保质、保量实施提供支撑。依据地

方特点，建立基准且长效的儿童友好型健康社

区评估体系和评估指标，并邀请第三方进行定

期评估，考核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建设情况。

5   结语

后疫情时期，健康社区的营建和全人群

健康目标的实现愈发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

题。儿童作为社区中弱势且话语权显著缺失的

群体，其身心健康需求往往受到社区规划决策

者的忽视。这也导致社区建设难以保障全人群

的健康。因此，儿童友好目标的实现是推进健

康社区建设的重要一环。同时，儿童友好社区

和健康社区在理念和实践策略上均各有侧重，

为全面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在社区营造策略方

面需兼顾儿童友好和健康社区理念，使其互为

补充。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有不同的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社会适应需求，儿童友好型健康社

区需通过针对性的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建设，

满足全龄段儿童的身心健康需求。儿童友好型

健康社区的建设是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过程，现

阶段荷兰、日本、奥地利等国，以及国内的试点

城市，从空间营造、政策传导、文化塑造、机制

构建等方面探索了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的规

划、建设和治理模式。基于案例经验和儿童友

好的理念，本文从政策、文化、机制和空间4个

维度提出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营造所应关注

的核心要点与营造策略。

未来可结合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营造实

践，通过在不同社区开展实证研究，探索在地

化的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规划建设规范和标

准，以及针对我国不同类型社区的治理模式，

探索儿童友好型健康社区营造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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