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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视域下微更新社区公园
儿童户外游戏场构建策略

●姜亚利

　　

[摘要]随着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理念的推广,老旧小区儿童游戏空间的改造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老

旧小区儿童游戏空间现状及问题,从儿童友好视角出发,探讨微改造设计策略,包括合理规划布局、优化场地

设施、提升安全性与舒适性等方面,旨在为老旧小区儿童创造优质游戏环境,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与城市稳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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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友好城市理念强调城市应满足儿童需求，提供良

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老旧小区作为城市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儿童游戏空间往往存在诸多不足，在有限的空间

和资源条件下，通过微改造设计，提升老旧小区儿童游戏空

间的品质，成为当前城市建设与社区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微改造旨在综合更新，主要通过修缮和提升来实现，改造涉

及多方面主体，特别强调社会力量的加入，目的是提升老旧

小区的价值，延长其服务年限。 针对那些居住功能不强、

环境需要修缮、配套设施落后的老旧小区，不适合进行大规

模拆除重建的全面改造，微改造模式便以改善和保护为主。

这种“微改造”方式，与传统的大规模拆建不同，它注重的

是细微的改动和轻度的干预，体现了城市更新中的人文主义

理念。 通过深入了解居民的实际需求，在不拆除建筑的情

况下，通过深入的改造来满足居民需求，注重建筑空间的修

缮和人居环境的优化，从而实现老旧小区居住功能的全面提

升，激发城市的活力。

在２０２０年５月，行政部门发布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了三孩生育政策。 随

着儿童比例的不断上升，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更加丰富、更适

合儿童成长和发展的环境。 据我国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在我国０~１７岁儿童人口基数约为２．９８亿人，占全国

总人口的２１．１％。 过去几十年，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城市建设用地的拓展也越来越快，随之而来的便是以城市公

园和绿地逐渐被建筑所取代，儿童昔日玩耍的场地逐渐高楼

拔起，挡住了他们曾经每时每刻都能享受到的阳光，与建设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理念相距甚远。

基于儿童友好视角下老旧小区微改造的意义

(一)老旧小区的现状——以成都市为例

成都市周边城区，老旧小区成了城市的主要居住区：抚

琴街道５５号等周边１８个老旧小区、沙河源街道九里堤北路

５２号老旧小区等。 楼龄有２０~３０年以上，建筑外观破旧、

道路狭窄、环境杂乱无章、公共服务设施不足，无法满足居

民生活的要求。 经过调研，存在如下的问题：

１．空间布局不合理

老旧小区在规划建设时，未充分考虑儿童游戏需求，缺

乏专门规划的儿童游戏区域。 有限的空地多被用于停车、

杂物堆放或成人休闲活动，儿童游戏空间被压缩至楼间狭小

空地、小区道路旁等零散角落，这些空间分布零散，缺乏连

贯性与整体性，且面积狭小，难以开展多样化游戏活动。

２．设施陈旧匮乏

老旧小区内的儿童游戏设施大多年代久远，种类单一，

且损坏严重。 常见设施如滑梯、秋千、跷跷板等数量有

限，样式陈旧，缺乏创新性与趣味性，无法满足不同年龄段

儿童的多样化需求。 设施的材质老化、结构松动，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 部分小区甚至没有任何儿童游戏设施，儿童

只能在简陋的环境中进行简单的追逐、嬉戏活动。

３．缺乏安全性考虑

安全是儿童游戏空间的首要考量因素，但老旧小区儿童

游戏空间在这方面存在诸多缺陷。 部分游戏空间靠近交通

干道或存在视线盲区，老旧小区内人车混行现象普遍，交通

标识与减速设施不完善，儿童在游戏时面临交通事故风险。

地面材质多为硬质水泥或砖石，缺乏弹性缓冲和防护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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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些小区存在私拉电线、井盖缺失或损坏等问题，也

给儿童游戏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二)老旧小区微改造的意义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老化、公共空间衰败等

问题日益凸显，影响居民生活质量，老旧社区改造通常采用

重建等方法，一些城市通过大规模拆建，环境治理等为主要

手段推动老旧社区改造，使地区呈现全新的面貌。 大部分

老旧城区改造，难以推行大范围拆迁改造的模式，需要根据

实际情况创新改造方式，倡导“微改造”的更新模式，提高

改造综合效益。 微改造，是以综合改造为目标，以修缮提

升为主的改造方式，微更新投资减少资源浪费，促进城市空

间循环。 改造主体多元化，实现老旧小区的整体升值，可

以使居住区在之前的基础上再多服务几年。 对老旧小区居

住功能低下、人居环境缺乏修缮、配套设施落后，不适合整

体拆建开发的全面改造方式，采用以治理改善和保护活化为

主“微改造”模式。

儿童好友视角下老旧社区微改造中儿童游戏场地的

策略

微改造设计是充分考虑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以经济实

用、功能提升为原则。 从居民需求出发，创造儿童友好型

社区。 目前儿童友好社区内涵和理念，与健康社区、可持

续住区等较为契合，因而“儿童友好”可作为儿童友好社区

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和目标之一。 其发展理念包括空间、服

务和文化三个维度(如表１所示)。

表１　儿童友好社区建设切入维度

维度 具体内容 策略

空间

维度

有儿童安全行走和玩耍的空间,

提供干净的饮水和卫生的环境.
优化布局、游乐设施.

服务

维度

有条件与同伴见面和玩耍,提供

教育、医疗等服务.

文化

维度

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和环境,儿

童有权参与到与自身相关的社

区建设.

融入地方文化和科普元

素在场地设计中.

　　(一)儿童友好城市视角下微改造设计原则

１．安全性原则

安全是儿童游戏空间设计的重中之重。 在微改造过程

中，应全面排查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选用环保、无毒、

无尖锐边角的游戏设施与材料，确保设施结构稳固、安装牢

固。 对游戏场地地面进行软化处理，如铺设塑胶、草坪等

弹性材料，增加缓冲保护。 合理规划交通流线，设置明显

的交通标识与减速设施，实现人车分流，保障儿童在游戏区

域内的人身安全。

２．可达性与包容性

提高儿童游戏空间在老旧小区内的可达性，确保儿童能

够方便、快捷地到达游戏场地。 合理布局游戏空间位置，

避免设置在过于偏僻或难以到达的区域。 同时，考虑不同

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儿童的使用需求，设计具有包容性的

游戏设施与场地。 设置无障碍通道，方便使用轮椅进入游

戏区域；提供不同难度层次的游戏设施，满足低龄儿童与大

龄儿童的不同需求。

３．趣味性与教育性

尊重儿童的需求、意愿和行为特点，将儿童作为游戏空

间设计的核心主体。 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儿童参与

式设计等方式，深入了解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兴趣爱好满足儿

童的实际使用需求，为儿童创造真正喜爱的游戏环境。 结

合儿童的认知特点与兴趣爱好，设计具有趣味性和教育性的

游戏空间。 通过设置科普主题游戏区，通过互动式科普设

施向儿童传授自然科学、历史文化等知识，激发儿童的好奇

心与探索欲，促进儿童在游戏过程中锻炼身体、培养创造

力、想象力、社交能力与团队合作精神等多方面综合素质。

４．可持续性

秉持长远发展理念，在微改造设计中充分利用老旧小区

现有资源，避免大规模拆除与重建，降低成本与资源消耗。

选用耐久性好、易于维护的游戏设施与材料，减少后期维护

成本与更换频率。 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增加绿化面

积，采用环保节能的照明与灌溉系统，营造绿色、可持续的

儿童游戏空间环境。

(二)提升老旧小区中儿童游戏场地的策略

１．合理规划布局

整合老旧小区内的空地和边角空间，规划儿童游戏区，

确保布局合理且便于社交，打通并合并小型空地，形成连贯

的游戏区域，并与周边环境融合。 将儿童游戏区靠近社区

中心和学校等场所，形成便捷的活动网络。 在规划过程

中，充分考虑儿童游戏空间与成人休闲空间、交通空间的关

系，实现动静分区、人车分流。 设置明显的边界标识与隔

离设施，将儿童游戏区域与车辆通行道路有效分隔开来，保

障儿童游戏安全。 在游戏场地内部，根据各分区功能特点

与儿童使用需求，确定适宜的空间规模与形状，并配备相应

的游戏设施与场地装饰。

２．优化场地设施

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与游戏需求，对老

旧小区儿童游戏场地设施进行优化配置。 对于低龄儿童(０

~３岁)，设置安全性高、趣味性强的小型滑梯、秋千、摇摇

乐、沙坑、触觉感知墙等，并在场地周围设置家长看护休息

区，方便家长随时照看。 对于中龄儿童(４~６岁)，提供具

有一定挑战性和互动性的攀爬架、平衡木、组合滑梯、传声

筒、简易迷宫等，满足他们爱探索、爱冒险的天性，促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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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协调性与社交能力的发展。 对于大龄儿童(７~１２岁)，

则可以设计较为复杂、富有创意和竞技性的篮球架、足球

门、乒乓球台、创意涂鸦墙、科普实验角、绳索挑战区等，

激发他们的运动兴趣与创造力、想象力，培养团队合作与竞

争意识(如表２所示)。 在优化设施配置的同时，注重设施

的更新换代与品质提升，选用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材质环

保、色彩鲜艳的游戏设施。

表２　儿童分龄游戏特征及场地分析

游戏范围 社交喜好 自立度 活动场所设计重点 适合的铺装材料

０~３岁 椅子、沙坑、草坪
独自玩耍、由成人带

领玩耍

不能自立,必须有保护者

陪伴

安全性、吸引力、对初步

活动

的学习
草坪、沙坑、塑胶地坪、树皮等松

散材质、木材

４~６岁
沙坑、广场、草坪、部分低龄活动

器械

独自玩耍、与同龄人

玩 耍、由 成 人 带 领

玩耍

集中游戏场地在保护者

看护下可自立,分散游戏

场地必须有保护者监护

安全性、多样性

草 坪、沙 坑、

塑胶地坪、硬

质铺装材料

７~１２岁 以游戏器械为主要游戏范围 与同龄人玩耍
所有游戏场地内都具备

一定自理能力

适合体育运动的保护设

计、动静结合的游戏场地

塑 胶 地 垫 等

松散材质、花

岗岩

　　３．提升安全性与舒适性

在老旧小区儿童游戏微改造设计中，对游戏场地地面进

行软化处理，在运动游戏区、攀爬区等容易发生摔倒事故的

区域，铺设厚度适宜的塑胶地面或人造草坪，提供良好的缓

冲保护。 完善游戏设施周边的防护设施。 在较高的滑梯、

攀爬架等设施周围设置防护围栏，采用竖向栏杆，防止儿童

攀爬翻越。 在设施下方及可能发生碰撞的区域，铺设足够

厚度的橡胶地垫或沙池，减少儿童意外受伤的风险。 在游

戏场地内合理设置休息座椅、遮阳避雨设施，为儿童及家长

提供舒适的休息场所。 增加绿化种植，营造自然、舒适的

游戏环境。

４．融入自然与文化元素

将自然与文化元素融入老旧小区儿童游戏微改造设计

中，融入自然和文化元素，提供教育性和文化内涵丰富的游

戏体验。 利用地形创造多样的游戏场景，让儿童在游戏过

程中感受自然的变化与魅力。 设置自然探索区，种植各类

花草树木、水生植物等，打造小型生态花园与湿地景观，鼓

励探索自然生物与生态现象，培养他们的观察力与环保意

识。 引入雨水收集利用系统、太阳能照明系统等生态设

施，让儿童直观了解长远发展理念与生态科技知识。 同

时，挖掘老旧小区及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将文化元素

巧妙融入儿童游戏空间设计，将地方传统手工艺、民间故

事、民俗游戏等文化内容，通过彩绘、雕刻、互动装置等形

式展示在游戏区域内，让儿童在游戏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

本土文化的熏陶，增强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

结束语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老

旧小区儿童游戏微改造设计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 通过对老旧小区儿童游戏空间现状与问题的分析，遵

循以儿童为中心、安全性、可达性与包容性、趣味性与教育

性、可持续性等设计原则，从合理规划布局、优化场地设

施、提升安全性与舒适性以及融入自然与文化元素等方面提

出微改造设计策略，可以有效改善老旧小区儿童游戏环境，

为儿童提供更加优质、安全、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游戏空

间。 老旧社区作为旧城区的核心单元，普遍存在着设施陈

旧、社区环境品质不佳的问题，这与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存

在较大差距。 同时，老旧社区空间的优化面临较多方面的

挑战，对老旧社区环境进行更新改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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