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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对于城市环境中儿童游戏场相关规划设计的关注始于19世纪中叶，在1996年联合国人居 

会议上发起c L童友好型城市行动’’的倡议后，儿童的需求被纳入欧洲各国城市环境与景观规划 

设计的核心环节并成为公共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德国儿童活动场地的规划指标与其他各国儿 

童的活动场地指标最大的不同在于德国指标涵盖了全龄段的儿童，且偏重于不同年龄儿童的使用 

差异。 

儿童活动场地景观是提供环境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城市景观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社 

区公园为儿童游憩活动提供了场地和设施。传统景观理论认为户夕卜J L童游戏场地的地理位置、社 

会背景和周边人群是影响儿童游憩需求的重要因素。然而新的研究表明，场地周边的社会空间结 

构也是影响儿童游憩需求的主要因素，具体包括周边儿童的人口数量、空间分布、年龄情况、家庭 

背景等。其 L童人口数量和空间分布是影响儿童游憩场地、游憩供需平衡的重要两点，这_入 

口空间分布特征直接决定了如今儿童游憩场地的地域性使用不平衡状态，即城郊儿童场地使用 

者较 中心城区儿童场地爆满的使用现状。因此，在讨论儿童游憩场地游憩使用效率和状况时， 

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绿地格局与当地社会儿童人口分布特点的关系。 

波鸿市儿童活动场地布局特点 

波鸿市位于德国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鲁尔区，是德国的第十六大城市'由6个行政区(Bezirk) 

构成，城区面积为145、4 km2，人口38_7万，其中0～18岁人口为5．2万。目前波鸿市拥有66个公共儿童 

活动场地。 

笔者基于对波鸿市中心10个儿童游戏场地现场调研，发现波鸿市社区儿童游戏场地大致有 

I,XTA~-@A：(1)调研中的10个儿童场地均未配备厕所，其中 个场地均仅配备1个座椅，其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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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场地的座椅数量较多。(2)调研的所有场地均为软质铺地，如砂石， 

木屑，草地等，没有硬质铺地。儿童游戏区与周边场地有明显界线。(3) 

调研的所有场地全部依靠树篱、木栅栏或铁丝网进行空间围△’与道路 

隔开，并在一侧开敞或在四边设置出入口。(4)场地依据不同年龄段儿 

童的使用需求均配有完善的游乐设施，并且多结合地势布置。(5)儿童 

游戏场地中种植大型乔木和草地，调研场地中未种植灌木及地被植物。 

(6)场地分隔线外往往有丰富的植物配景。 

根据波鸿市政府公布的儿童游戏场地设施布局数据，可以得出所 

有场地均含有基本的儿童游乐设施，如沙盒，滑梯，摇摆网，幼儿秋千 

等。这些基础的游乐设施使用人群广泛，安全性高，对场地条件的要求 

不高。除此之外，部分场地包含：戏水装置，攀岩墙，足球球门，篮球 

架，乒乓球桌等体育设施。这类体育设施更为专业，适用于青少年，对 

场地条件的要求较高。在德国安全要求标准DIN18034中，对于场地设施 

的布置没有明确规定，但对设施的安全性有非常明确清晰的规定。对于 

场地种植，严格限定不得损坏原有植被，不得破坏场地周边植被的可 

再生能力。 

波鸿市儿童活动场地人口空间规划 

德国波鸿市共分为六个行政区域，其中中心城区各年龄段儿童数 

量均为最多，北区的儿童数量最为稀少。各个区域的10-18 L童数量 

最多，而6-1o~j L童数量最少。笔者通7~Arcgis软件计算得出波鸿市6-10 

Jj L童的人均儿童游戏场地面积最大，而10-18岁青少年的人均游戏场 

地面积最小。而对于各区，南区和西南区的各年龄段儿童数据均远远超 

过其余各区，北区则远远小于平均水平。南区和西南区为居住区，商业 

区等较为繁华的区域，北区则有大片农田和荒地。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波鸿市不是按照人口规模或区域面积来规 

划儿童游戏场地的数量、面积、服务半径等参数的。根据德国游乐场法 

案里明确规定 L童游戏区的性质、数量和尺寸由所在区域的大小、人 

口、发展的类型和密度以及这些范围内的特定的局部条件来决定。每 

个地区民政事务处可以成立一个游乐场委员会，并任命家长、教师和其 

他相关人员为成员。成员负责操场委员会的规划和游戏场的发展，并给 

当局提交建议和提案，达到咨询作用。所以游乐场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 

需求来提供儿童活动场地的面积、数量等相关信息的建议。波鸿市与公 

园处及规划署开发了相关的LEIT游戏规划(Spielleitplanung)。该计划的主 

要目的是为了确保波鸿市区可持续的儿童游戏场地的数量和质量。计 

划根据儿童和青少年的不同需求用城市规划的方法来不断调整关于游 

乐场和娱乐区的规划层次结构。它基于与城市规划，人口的统计数据， 

本地人口调查和参与调研，依据相关要求和收集的问题处理以及市规 

划方案，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游乐区进行儿童与青少年的分区规划。该计 

划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和各地区的不同情况结构的需要，基于不 

断更新的相关数据，会对区议会提交相关的行动建议。同时会根据市民 

的建议和投诉，由公园部门和专员进行政策和措施制定，保证儿童游戏 

场地的质量。 



 

针对中国儿童游戏活动场地布局的建议 

建立儿童活动场地需求反馈机制 人口规模与社区儿童 

游戏空间的分布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决定因素，还有很多其他 

因素都对社区儿童游戏空间的分布起到重要作用。在规划设 

计中，一味强制 I"t地根据人口密度去布置儿童游戏场地的做 

法未免有失偏颇。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从实际的使用需求 

入手，综合考量，根据不断更新的数据以及使用反馈，更为灵 

活地去调整儿童游戏空间的分布。这样才能切实解决儿童游 

憩空间的问题，满足儿童对于游憩的需求，营造对儿童更为友 

好的社区环境。在当前中国的人口形势下，能够根据不断变化 

的人口结构，在城市中创建一个完善灵活的儿童游戏场地体 

系 可以根据反馈实时调整就显得十分重要。中国可以借鉴德 

国建立儿童游乐场委员会的做法。由家长和相关专业人员组 

成的委员会可以从最根本的使用需求上来提出切实有效的建 

议，真正满足儿童的游憩需求，灵活而且高效地解决J L童活动 

场地的实际问题。而建立儿童活动场地需求反馈机制，可以由 

社区联合家长提供使用反馈，由相关部门提供专业人员负责 

相关咨询并给予专业解决方案，共同建立一个高效完善的儿 

童游戏场地体系。 

规 定全龄段 儿童活动场地指标 德国完善的儿童活动 

场地规范体系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其中，对于全龄段J L童 

活动场地指标在实际使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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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儿童群体所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而2014年单独二孩的 

政策开放实施，每年将有2 000多万新生儿出生，所以面对如 

此庞大的青少年群体，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使用需求，中国 

需要更为清晰的界定全龄段J L童的使用指标。目前中国在城 

镇规划设计领域中尚无儿童户外娱乐场所的具体标准与规范 

性规定。而在 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中，对儿童 

游憩场地的概念、面积、数量做出了初步规定。其中，第三十四 

条中将儿童游戏场地定义为专门为学龄前儿童提供活动器材 

的户外休憩场地，其场地尺寸应该容纳下至少一套儿童游戏 

的组合器材，并且应注意提供一定的安全保证。所以，可以说 

中国目前只有针对6岁以下儿童的户外活动场地规范，对于6岁 

以上儿童的使用规范目前还没有涉及到。因此规范全龄段儿 

童活动场地指标在当前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更新儿童户外活功场地面积指标 德国DIN18034中明确 

规定了不同年龄段J L童户外活动场地面积指标。在中国的相 

关规范中，《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 对不同人口规 

模的室外使用面积进行了规定，每处儿童游戏场地的面积应 

为150～500mz。而早在1979年，德国颁布的 游乐场法案 中所 

规定的儿童游戏场地面积指标与中国现有指标一致。因此，中 

国相关指标目前存在一定的滞后，需要根据JL童活动场地需 

求反馈机制进行不断地更新，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切实解决当 

前儿童户外场地使用不平衡的状况。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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