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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 开 放 绿地 自由玩 耍 对 少年儿 童 的 积 极 发 展 很 有 益 ， 但 是 生 活 在 大 都 市 中 的 少 年儿 童 可 能 会 没 有安 全 的 地 方 可 供 玩 耍 。

在 这样 的城 市 环 境 中长 大 ， 少年 儿 童 身体 、 心 理 以及 社 交 能 力 的发展 受 到威胁 。 风 景 园 林 学 要 发展 出新 的 设 计规 范来 解 决 这 个 问题 ，

而 这 种 尝试 可 以使城 市 开 放 空 间满 足 少 年儿 童 的健康 发育 的 功 能 。

“

活 动场 地 ：城 市
”

的 远 景 宣 言 ， 适 用 于 推 动城 市 以 少年 儿 童 友好 为

本 方面 的 发展 ，这 个宣 言 以多特 蒙德 大 学 的 多项 研 究 为基 础 ，结 论 是 通 过 分析研 究德 国 及 欧洲 其 他 国 家 的案例 得 出的 。 远 景 宣 言 包 括
～ 个 空 间模 型 ， 通 过 改 善 公 共 空 间的 可 达 性 、 安 全 性 、 游 憩质 量 和 多种 使 用 机 会 等 提 高 了 城 市 开 放 空 间 的

“

少 年儿 童 友 好度
”

。 另 外 分

析 了 城 市街道 、 居 住环 境 以 及 城 市 公 园 的
“

少年 儿 童 友好 度
”

。 进 一 步 给 出帮助 检测 上 述 几 类 开 放 空 间 的
“

少年 儿 童 友 好 度
”

的指 标 以

及 以帮助 改善 现 状 的 一 系 列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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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 球 化 的 今 天 ， 培 养健康 聪 明 、 富 有 竞 争 力 的 少 年

儿 童 是 全 人 类 的 目标 ，对 任 何 一 个社 会 的前途 来 说 也 至 关

重 要 。 研 究表 明 ，在 开 放 空 间玩 耍 是 少 年儿 童 健康 发 育 的

先决 条件 ， 因 此 关 注 在城 市高 密度环 境 中成 长 的 少年儿 童

出现 的 问题 和 他们 对 开 放 空 间 的需 求就 显 得颇 为重 要 。

不 久 ， 全 世 界 将 有 一 半 的 少 年儿 童 生 活 在城 市 中 ，城

市生 活 威 胁 着 少年儿 童 的 童 年 ， 同 时 给 家庭 带来 压 力 ， 因

为 少 年 儿 童 被 暴 露 在 城 市 环 境 中 的 交通 、 污 染 、 街 头 暴 力

和 毒 品 交 易 等危 险 中。 生 活 在 大城 市 ， 特别是 贫 民 区 的 少

年儿 童 几 乎 找 不 到 安 全 的 可 供 玩 耍 的 开 放 空 间 。

欧 洲 传 统 家庭 格 局 的 瓦 解 以及 空 闲 时 间 的 变化 是 改

变童 年 的 主 要 因 素 。 以前那 种 强 烈 的社会 关 系 的 弱 化 以及

① h t t p ：／／a d d a b o u t C O rn ； h t t p ：／／e n w ik ip e d ia o r g ／w ik i／M e t h y Ip h e n id a t e

来 自学 校 的 更 大 的压 力和 学 业 要 求 无 法 通 过 游 憩 活 动 来

找 到 平 衡 ， 因 为城 市环 境 越 来越 无 法 为 少年 儿 童 提 供 足 够

的开 放 绿地 以满 足 体 育 活 动 和 放 松 的 需 要 。 这 导 致 了 少 年

儿 童 生 理 疾 病 、 社 交 障碍 以及 其他 心 理 健康 问题 ”一 5 1
。

长 时 间坐 在 教 室 ， 或观 看 各 种 各样 的 动 作 和 暴 力成

分 的 电视 ，超 出 了 大 多数 少年 儿 童 的 心 理 承 受 能 力 。 越 来

越 多 的 少 年儿 童 的 行 为 紊 乱 ， 身体 欠 佳 ，都 说 明 在 城 市 环

境 下 成 长 的 少 年 儿 童 的 处境 亟 待 改 善 。

有 些 人 想 通 过 使 用 药 物 来 处 理 这 个 问题 ， 他 们 使 用

限 制 性 药 物 ， 如 用 未 治 疗 小 儿 多 动 症 ( C h ild r e n w it h

“

A t t e n t io n D e f ic it D is o r d e r
”

j 的 利 他 林 ( R it a l in )①
， 和 其

他 合 法 的毒 品 ，如 香 烟 、 咖 啡 、 酒 精 。 可 是 这 既 无 法解 决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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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 群 少 年 儿 童 在 多特 蒙德盖 的树 屋 。 多特 蒙德 是 一 个 有 6 0 万 居 民 的德 国 城 市 ， 是 昔 日德 国 工 业

中心
“

鲁 尔 区
”

的 一 部 分 。

“

鲁 尔 区
”

目前 仍 是 欧洲 最 大 的经 济 区 目
。 这 个 树 屋 到 市 中心 的距 离 仅 5 k in

健 康 的城 市 环 境 的 问题 ， 而 且 药 物 和
“

合 法 毒 品
”

的 过 度

使 用 不 能 带来任 何 长 期 的积 极 的健康 。

少 年 儿 童 是 社 会 的 未来 ， 他 们 对 空 间 的 需 要 必 须 得

到 考 虑 。 玩 耍 是 少年 儿 童 们 得 到健康 发展 的 先决 条件 。

一

般 的 ， 少 年 儿 童 可 以 随 时 随地 玩 任 何 东 西 。 他 们 在 家玩 ，

在 街 上 玩 ， 在 操 场 玩 ：从 汤 里 的 面 条 到 足 球 ， 他 们 什 么 都

能 玩 ⋯
。 无 论 环 境 多恶 劣 ， 少 年 儿 童 们 总 有办 法 玩 ， 因 此 他

们 一

直 在 玩 并 不 说 明他们 的 需 求都 得 到 了 满 足 。

少 年 儿 童 通 过 玩 耍 逐 渐 认 识 空 间和 社 会 环 境 ， 只 有

通 过 在 多样 化 的 空 间环 境 和 社 会 环 境 中玩 耍 ， 才 能让 少

年儿 童 有 完 整 的认 知 。 被
“

圈 养
”

起 来远 离物 理 和 社 会 环

境 的 少 年 儿 童 无 从 学 会 如 何 与 自然和 社 会 相 处 17
。

了 解 在 开 放 绿 地 活 动 对 少 年 儿 童 的积 极 影 响 ， 最 好

是 看
一 个经 典 的 案 例 ． 少 年 儿 童 如何 建 造 树 屋 (图 1 )。

要 建造 如 (图 1 )所 示 的 树屋 ，你 得 ：

1 )把 建 造 一 个 树 屋 的 目 标 变成 你 的 朋 友 团 队 的 共 同

目标 ：

2 )激 励 你 的朋 友们 ， 让 他们 在 一 个相 当 长 的 时 间 内保

持 热 情 ：

3 )找个合 适 的建 造 地 点 ：

4 )看 看 人 们 是 否 允 许你 在 那 里 建树屋 ；

5 )在 小 区 里 寻 找 合 适 的 建筑 材 料 ；

6 )搜集 建 造 树屋 所 需 的 工 具 ：

7 )设 计 建 造 方案 ， 并 跟 朋 友讨 论 该 方 案 ；

8 )咨 询 树屋 建造 方 面 的专 家( 1：L ~t o 父 母 ) ；

9 )实施 建造 ：

1 0 )在 挫 折 中得 到 成 长 。

显 然 ， 要 完 成 这 样 的 工 作 需 要 具 备 一 个 项 目 经 理 的

技 能 。 这 个例 子 告 诉 我 们 ， 在 开 放 空 间 的独 立 玩 耍 会 教 会

少 年儿 童 们 很 多 技 能 ， 这 些 是 永远 无 法 从 学 校 学 到 的 。

因 此 ， 园 林 规 划 设 计 师应 该 在城 市 开 放 空 间 中设 计

有 助 于 少 年儿 童 们 健康 发 展 的 设 施 。 本论 文将讨 论 以 下

相 关 问题 ：

1 )欧 洲
“

少 年 儿 童 友 好 型
”

城 市 已 具 备 哪 些 途 径 ? 他 们

如 何 实 现
“

少 年儿 童 友好 型
”

城 市 发 展 ?

2 ) 什 么 远 景 宣 言 能 用 未 表 达 相 异 于 传 统城 市 规 划 目

标 的 ，

“

少年 儿 童 友 好 型
”

城 市 发 展 的概 念 ?

3 )用 什 么 标 准 来 衡 量 城 市 开 放 空 间 的
“

少 年 儿 童 友

好 度
”

? 以 及 采 取 什 么 措 施 ， 如 何 改 善
“

少 年 儿 童 友 好

度
”

7

1
“

少 年 儿 童 友 好 型
”

城 市 建 设 的现 有 途径

1 ． 1
“

少 年儿 童 友 好 型 城 市 计 划
” ①

许 多 国 家和 城 市都 在 为
“

少 年儿 童 友 好 型
”

城 市 而 努

力 ， 他 们 把 少 年 儿 童 的 需 要 和 权 利 放 在 政 策 ， 特 别 是 城 市

规 划 政 策 的 中 心 地 位 。

“

少 年 儿 童 友 好 型
”

城 市 包 括 伦 敦 、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 慕 尼 黑 和 法 国 、 意 大 利 、 巴 西 等 国 的 一

些 城 市 。

“

少年 儿 童 友好 型
”

城 市 建 设 提 案从 1 9 9 6 年开 始

实 施 ， 旨在 Ⅱ向应 联 合 国 关 于 人 类居 住 环 境 的第 二 次 会 议

( U N 2 ⋯ C o n f e r e n c e o n H u m a n S e t t le m e n t s ． H a b it a t

『『)决议 ：把城 市 建 设 为 适 合 所 有 人 群 居 住 的地 方 。 会 议 提

出少 年 儿 童 的健 康 程 度 是 衡 量 人 类 生 活 环 境 的健 康 程 度

和 政府 管理 水 平 的最 终 标 ；隹。

“

少年 儿 童 友 好 型 城 市 计 划
”

( C h i ld — f r ie n d ly C it ie s

l n it ia t iv e )总 战 略 的 重 点 在 决 策 过 程 的 构 架 ， 而 不 是 在 决

策本 身 。 根 据 该 计 划 ，

“

少 年儿 童 友 好 型 城 市
” “

是
一 座 承

诺 实 现 少 年 儿 童 权 利 的城 市 ， 或地 方政 府 系 统 ， 是
一 座 把

少 年 儿 童 的 呼 声 、 需 求 、 优 先 权 和 利 益 作 为 公 共 政 策 、 公

共 项 目 及 公 共 决 策 有 机 组 成 部 分 的城 市 。 因 此 ， 是
一 座 适

合 所 有人 群 的城 市 。

”

因 而 少年 儿 童 友 好 度 被 用 在 所 有 旨

在 提 高 城 市 环 境 中人 类 健 康 水 平 的 基 本 政 策 远 景 宣 言

中 ， 而 不 仅 仅 是 在 园 林和 城 市 规 划 中。 根据 少年 儿 童 友 好

城 市计 划 ， 当地 管 理 部 门应 结 合 一

系 列 以 少 年 儿 童 权 益

为核 心 的特 点 ， 间接 处理 城 市 空 间格 局 。 随着 少 年儿 童 参

与 到城 市 规 划 决 策 制 定 过 程 中 ， 会 协 助 设 计 师来 设 计 一

个
“

他 们 想 要 的城 市
”

。

该 计 划 的成 员城 市 ， 需 要 提 供 落 实
“

少 年 儿 童 友 好

型
”

开 放 空 间 的详 细 方案 。 为 了 找 到 中国 城 市 可 借 鉴 的 先

例 ， 先要 找 一 个跟 中 国 城 市相 类似 的 欧洲 城 市 。 中国 城 市

与 多数 欧洲 城 市 的 区 别 是 规 模 。 由于 伦 敦 足 够 大 ， 它 的



“多数少年儿童及年轻人战略①”(Major‘s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s Strategy)也许可以作为参考，从中我们 

能找到适合中国大城市借用的因素 

“市长提倡建设包罗万象、公平健康的城市，建设一 

个能为少年儿童提供安全、幸福、可靠的成长环境的伦 

敦，让他们能从这个充满活力的、有凝聚力的社会中获 

益，能享受城市中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建筑以及自然环境 ， 

在这个城市中关注少年儿童呼声，尊重少年儿童权益，培 

养、认同并实现少年儿童独特的贡献和潜力。[91” 

1．2欧洲的“为少年儿童建设的城市(Cities for Children】” 

网络 

欧洲的“为少年儿童建设的城市”网络于 2007年 6 

月 25—26日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欧洲 “为少年儿童 

建设的城市”论坛上正式建立。目的是为欧洲各城市提供 

一 个跨国交流的平台，以探索如何进一步改善少年儿童、 

青少年以及家长在城市环境中的生活条件。该网络建立 

在欧洲人口状况上，欧洲人 口状况可归纳为．“欧盟正面 

临前所未有的，可能给社会带来极大冲击的人口变化。 

2005年 3月 1 7日委员会在绿皮书中公布的人口结构变 

化显示，从现在起到 2030年欧盟劳动人口的缺口会达 

到2 080万 (现人 口的 6l8％ ) 2030年 2个工作人 口 

(15～65岁)将负担一个退休人口(65岁以上 )。欧洲的少 

年儿童及青少年将比现在少 1 800万。 这个预测极大 

挑战了欧洲城市的长期发展能力，因为它给欧洲国家的 

养老金计划和医疗保险系统敲响警钟。 

通过建设适合少年儿童及青少年的城市环境 ，把少 

年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的福祉放在城市政策和工程的 

中心，将有助于促进家庭生活。这将从 2方面解决人口结 

构变化带来的问题： 

1)通过提供家庭友好的城市环境来鼓励>Jr1建立更 

大的家庭(多生育 )；2)改善空间条件，以更有利少年儿童 

身心以及社交发展，从而最大限度提高未来人群的经济 

方面的竞争力 (来面对未来全球化世界以及不工作人群 

带来的挑战)。 

与建设适合少年儿童居住城市项 目一样，欧洲“为少 

年儿童建设的城市”网络把少年儿童友好度作为主要政 

策的远景宣言 ，而不是直接发配到园林部门和城市规划 

部门。 

1．3国内计划 

德国联邦政府发起“家庭和少年儿童友好型城市”总 

结了前期案例研究，于 2001年完成[1。]。该项目作为行政 

和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一部分，旨在协助政府实施检测少 

http：／／www lenden gev uk／mayer／strategies／children／index jsp 

② http：／／www citiesforchildren eu 

E 茑 http：／／ec eurepa eu／empleyment social／news／2OO5／mar／demog gp
_

en html 

④ http：／／www teensopenspace at 

年儿童友好度。这个 “少年儿童友好度的影响评 估 

(impact assessment on childfriendliness)，】在 1 0个城 

市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作为项目成果，德国联邦政府发行 

了如何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城市政策和行政过程中落实少 

年儿童友好的手册⋯ 。由于德国城市享有自主权，就地方 

问题上，联邦法律中不能强制市政府采用少年儿童友好 

评估。 

2OOl一2O02年奥地利联邦政府宣布实施首个“为青 

少年建设的开放空间(teens—open—space)④”工程。目的 

在于给予市政府关于开放空间的新的远景宣言。最后，2 

个城市中示范项 目形成的“走出围墙之外”计划包括土地 

使用地图、现状评估和管理措施。计划是“非正式”的，这 

意味着它们需要纳入行政及政策决策人员考虑范围，但 

若与更高 目标抵触，将不予考虑。最近几年中，随着更多 

城市(包括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的加入，该工程仍在继续。 

2 活动场地：城市 

“活动场地：城市 远景宣言基于多特蒙德大学在过 

去几年做的若干研究课题，并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 

目标有所不同： 

整个城市的每一个部分都应该设计为适合少年儿童 

玩耍的场所。 

活动场地传统意义上被视为一个空间上受限制的， 

能提供少年儿童以特殊玩耍功能的场所 (周围给监护人 

提供座位 )。这就意味着少年儿童能使用的公共场地是受 

到严格限制的。如果少年儿童只是被围在特定的空间内， 

许多有益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玩耍功能都得不到发 

挥。 

为了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 ，唯一可行的就是将活动 

场地纳入整个城市设计。在少年儿童的角度来看，城市就 

是个一个大的活动场地。由于少年儿童的需要可能成为 

“最脆弱指标 (highest vulnerability indicator)”，为少年 

儿童设计的生活环境将为次脆弱群体f成年人 )提供 “保 

护伞作用(umbrella effect)”，由此改善大城市的整体生 

活环境[13l。 

“活动场地 ：城市 ”远景宣言的主要目标 旨在建设合 

适的公共开放绿地空间网络，这个网络由交错着的安全 

路线组成(图2)。公共开放空间的设计以市民(特别是少 

年儿童 )为本。 

2．1少年儿童本位的开放空间的基本衡量标准 

衡量开放空间是否以少年儿童为本的主要标准包括 

可达性、安全性、游憩质量以及多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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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 共 开 放 绿 地 空 间 网 络

1 )可 达 性 。 绿 地 ， 特 别 是 作 为 小 孩 玩 耍 场 地 的 绿 地 ，

一 定 要 临近 居 住 区 布 置 。 随 少年 儿 童 年龄 不 同 ，距 离逐 渐

增 大 。 德 国 城 市 规划 明确 指 出 ， 学 龄 少年 儿 童 适 合 的距 离

应 为 3 0 0 ～ 4 0 0 m ， 而 1 2 岁 以上 的 少年 儿 童 ， 由于 能 骑 自

行 车 ， 该 距 离可 延 伸 到 1 k m ， 婴 幼 儿 的 活 动 场 地 应 该 设 在

父 母 住 宅 周 围 [14 ]
0

该 标 准 旨在 建 造 合 适 的 公 共 开 放 空 间 网 络 。 通 过 建

造 并连 通 满 足 不 同 年 龄 层 少 年 儿 童 需 要 的 场 地 ， 让 少 年

儿 童 在成 长 过 程 中有 更 多机 会 接触 到 家 以 外 的 地 方 。 如

果 有 可 能 ， 这 些 公 共 开 放 空 间 的连 接 通 道 也 应 有 较 高 的

游 憩质 量 。

2 )安 全 性 。 这 项 标准 更 多地 要 求 建 造 安 全 的 人 行 道

和 自行 车 道 ， 甚 至 认 为 这 比 建 造 活 动 场 地 本 身更 为 重 要 。

无 论 距 离远 近 ， 少 年 儿 童 们 从 家到 活 动 地 的 沿 途 安 全 极

其 重 要 。 有 了 安 全 标 准 ， 家长 才能 放 心 让 少 年 儿 童 自 己 去

探 索 家 附 近 的地 区 。 为 了 适 应 少 年 儿 童 ， 这 些 场 地 最 好 能

避 开 马 路 。

具 体 公 共 开 放 空 间设 计 要 避 免 特 定 使 用 群 体 间 的 冲

突 ， 最 好 的 办 法 就 是 提 高 公 众 可 见 度 ， 这 样 就 能 有
一 定 的

社 会 控 制 。

3 )游 憩 质 量 。 让 人 觉 得 舒 服 的 场 所 具 有 更 高 的 游 憩

质 量 ， 少 年 儿 童 眼 中有高游 憩 质 量 的 场 所 ， 要 能 进 行 体 育

活 动 ， 同 时 远 离成 人 的控 制 ( 当然 首 先要 保 证 安 全 )。

这 些 地 方 应 该 有适 当 的杂 乱 、 成 堆 的 干 树 叶 ， 被 忽 略

的 草 木 、 枯 木远 比 精 心 保 持 的公 园 有趣 得 多 。

4 )多功 能 性 。 开 放 空 间应 该 被 设 计成 多种 用 途 ， 特别

是 少 年儿 童 玩 得 比 较 多 的地 方 ， 功 能 更 要 随着 使 用 者 的

改 变 而 改 变 。 可 以通 过 提 供 可 移 动 的 设 施 — — 不
一 定 是

运 动 设 施 — — 来 实现 这 一 目 的 。 只 要 是 安 全 的 ，就 算坏 的

设 旋 也 可 以 。

2 ． 2 少 年儿 童 本位 的街 道 标 准

根 据 德 国 交 通 事 故 统 计 ， 8 0 ％ 的 行 人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在 高楼 林 立 的地 区 行 人 穿行 马 路 的 时 候 ， 其 中 老 人 和 少

年儿 童 的 比 率极 高 ”。
。

由于 马 路 越 来 越 多地 被 机 动 车 占用 ， 它们 不 再 是 少

年儿 童 能 玩 耍 的 地 方 ， 有 时 候 ， 行 人 很 难 穿 过 危 险 的 马

路 。 以少 年 儿 童 为 出发 点 ， 能 安 全 地 走 在 人 行道 上 ， 安 全

地 行 驶 在 非机 动 车 道 上 ， 并 安 全 穿 过 马 路 ，城 市 设 计 中应

该 给 予 最 优 先 的考 量 。 任 何 无 法 安 全 到达 的 地 方 ， 就 是 无

法 利 用 的地 方 (图 3 )。

如 果 没 有 通 过 细 心 设 计 ， 由于 越 来 越 繁 忙 的 交 通 ， 少

年 儿 童 无 法 自行 到 达 活 动 场 所 ， 这 就 是 为 什 么 高 密 度 城

市 的 少 年 儿 童 在 周 围 地 区 的 活 动 能 力 受 到 限 制 的 缘 故 。

于 是 ， 在 城 市 中 ， 限 制 少年 儿 童 们 活 动 的 不 再 是 他 们 的 好

奇 心 ， 而 是 城 市 环 境 的 潜 在 危 险— — 最 常见 的 就 是 死 于

交通 事 故 ”0
。

少年 儿 童 需 要 连 通 的 安 全 道 路 网 络 以便 单 独 在 城 市

中穿梭 。 把住 宅 区 变成 连 着 的 活 动 场 地 ，让 少 年 儿 童 能够

独 立 地 安 全 到 达 托 儿 所 、 学 校 、 朋 友 家 ，还 有绿 地 ， 这 里 的

关 键 就 是 建 造 安 全 的 连 接 网 络 。 (图 3 )所 示 为 无 需 指 示 灯

安 全 过 马 路 的 方法 。

居 民 区 街 道 的 安 全 能 通 过 车 辆 减 速 等 方 法 来 保 证 ，

这 个 方 法 无 法 用 在 大 马 路 上 1” 】
。 系 统 的 交 通 信 号 灯 经 常

被 认 为 是 保 证 过 马 路 安 全 的 唯
一 途 径 118 ]

。 设 计 对 老 人 和

少 年 儿 童 安 全 的 马 路 意 味着 改 善 住 宅 区 的 生 活 条 件 ， 因

为 这 有 助 于 减 少城 市 环 境 中 由于 压 力 导 致 的 毛 病 [1 6 , 10 (表

1 )。 人 行 道 是 马 路 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其 宽度 应 保 证 2 位 手

推 婴儿 车 的成 年人 通 过 ( 至 少 2 m ) ， 在 少 年儿 童 较 多 的 地

区 ( 如 学 校 )附近 的人 行 道 应 更 宽 ( 起 码 3 m )。

值 得 注 意 的是 公 共 汽 车 站 ， 因 为 它 们 的 设 计 影 响 了

少 年 儿 童 等 车 时 的 行 为 ( 他 们 如 何 玩 耍 )。 特 别 要 注 意 的

是 学 校 附 近 的 公 车 站 ， 它 们 应 与 主 要 道 路 隔 开 (用 绿 化 带

隔 开 ) ， 未尽 量 避 免玩 耍 着 的 少 年 儿 童 被 车 撞 到 。 少年 儿 童

在 玩 丛 林 探 险 的游 戏 时 ， 要 集 中注 意 力 以 免 受 伤 。

连 通 网 络 另 外 一 个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是 自行 车 道 。 自

行 车道 要 组 成 一 个 能 够 保 护骑 车 人 免 遭 和 汽 车 发 生 交 通

事故 的 网 络 ( 同 样 要 使 步 行 者 能 免 遭 和 自行 车相 遇 的 事

故 )。 自行 车道 起 码 要 1 ． 6 m 宽 ， 要 求更 高 的地 区 需 要 更 大

的 空 间 ( 大 于 2 m ) ， 2 部 车 并行 的距 离 是 1 6 m (表 2 )。

2 ． 3 少 年儿 童 本 位 的住 宅环 境 标 准

显 然 ， 为 少 年 儿 童 提 供 方 便 的 玩 耍 场 所 最 好 是 父母

拥 有私 人 花 园 — — 很 不 幸 ， 不 是 每 个 人 都 能做 到 。 建 造 以

少年 儿 童 为 本 的 居 住 环 境 可 以看 做 建 造 一 个 公 共 开 放 空

问 ， 并 以 此 聚 集有 同 样 目 的 的 人 。 在 设 计 建造 私 人 ／公 共

花 园 时 ， 以 下 标准 可 用 以检 验 是 否 适 合 少 年 儿 童 居 住 (表



表 1 为 适 合 少 年 儿 童 居 住 设 计 的街 道

标 准 可 能 的 措 施

连 通 的安 全 通 道

最 大 限 速

隔 离道

无 车 区

(1 )布 置 密集 而 清 晰 的人 行 横 道 线

(2 )人 行 道 结 合 标识 明确 易懂 的 交通 信号 及 标 志 牌布 置

(3 )人 行 地 道 或者 人 行 天 桥

(4 )大 型 路 口 的主 动信 号 系 统

(1 )住 宅 区 的 限速

(2 )可 供 玩 耍 的 街 道

(3 )交通 措 施 如 设 置 瓶 颈 、 速 度 界 限 、 交通 岛等
。

用 防 护栏 、 树 木等 把 人 行 道 与 主 要 道 路 隔 开

建 立 车 辆不 准 直 接 到 户 的住宅 区

注 ： $ 引 自 h t t p ：／／w w w t r a f f ic c a lm in g o r g 。

表 2 为 适 合 少年儿 童 居 住 设 计 的人 行 道 和 自行 车道

标 ；隹 可 行 办 法

连 通 的 安 全 通 道

人 行 道 和 自行 车 道 的尺 度

多样 化 的 设 计

逗 留 区

防止 违 章停 车

(1 )将 人 行 道 和 自行 车 道 与 机 动 车道 分 隔 开

(2 )建 造 双 向 的人 行 道 和 自行 车 道

(3 )人 车 分 行 的 人 行 道 和 自行 车道

(1 )人 行 道 至 少 2 m 宽

(2 ) 自行 车道 至 少 1 6 m 宽

(1 )把 运 动 设 施 放 在 人 行 道 边

(2 )用 不 同颜 色 的 路 面 标 明 人 行 道 和 自行 车 道

(3 )用 行 道 树 或其 他 植 物 来 分 割

(1 )人 行 道 上 放 大 的停 留 空 间

(2 )提 供 路 边 小 座

(1 )用 防护 栏等 分 割道 路

(2 )高 路 缘 石

表 3 设 计 适 合 少年 儿 童 的花 园 的标 准

标 准 例 子

藏 身地 (1 )树屋

婴 儿 能 够 独 立 玩 耍 的

机 会

自然 的 活 动 设 备

体 育 活 动 的 可 能

可 以 随意 改 建

艋时 活 动

观 察 或者 接 触动 物

2 )灌 木丛 下 面 的
“

洞
”

1 )家 和 活 动场 地 间 的视 线连 通

2 )危 险地 带 有 监 护措 施

∥ 原 始
”

地 带

2 )材 料 的 多样 ：水 、 石 头 、 沙 、 木头 、 水 果 等

1 )球 类运 动 的 绿 茵 场

2 )适 合 滑 冰 、 骑 车 的 庭 院行 道

3 )能 爬 的 树— — 可 能 有 绳 子 系着

1 )工 作 材 料 ( 木头 、 工 具 、 钉 子 、 颜 料 )

2 )少年 儿 童 的花 床 、 菜床

1 )在 花 园 中露 营

2 )划 船 用 的 水 池

3 )球 类游 戏 用 的 网

1 )小 动 物 的饲 养舍 ( 如 兔子 )

2 )禽舍

3 )隔 离 野 生 动 物 的 篱笆

图 3 安 全 的 人行 道

3 )。 许 多情 况 下 ，住 宅 区 里 的开 放 空 间 主 要 是 用 未 填 补房

子 之 间 的 空 间 ， 由于 大 家都 可 以 进 入 ， 它 们 不 能 轻 易 为 个

人 所 占据 。 就 算房 子 周 围 的开 放 空 间 也 无 法 用 未 给 少 年

儿 童 玩 。 居 民们 经 常抱 怨 说 在 那 里 玩 的 少 年 儿 童 过 于 吵

闹 ， 产 生 散 落 的 玩 具 以及 践 踏 草 皮 ， 并 因 此 起 冲 突 。 这 些

冲 突都 可 以通 过 设 计 一 块 特 定 的 排 他 使 用 场 所 来 缓 解 。

在 那 里 ， 长 凳 标 志 着 你 可 以坐 下 ， 跟 朋 友 聊 聊 ， 沙 坑 表 示

少 年 儿 童 们 可 以在 这 里 玩 ，烤 肉架 表 明 这 里 允 许烧 烤 ， 居

民 区 的 开 放 空 间也 应 随机 应 变 以备 不 时 之 需
㈦ ” 。。

。

德 国 的 工 业 化 进 程 导 致 1 9 世 纪 末 2 0 世 纪 初 大 量 城

市 的 涌 现 ， 许 多城 市 格 局 还 留 有 当 时 的 痕 迹 。 大 多新城 市

人 生 活 在 快速 建 设 的 别 墅 区 中 ， 那 里 房 子 少 而 有庭 院 ， 这

些 内庭 院在 人 们 的 社 会 生 活 中 与 居 住 区 绿 地 同 样 重 要 ，

可 用 来 改 变建筑 垂 直 道 路 的布局 。 城 市 公 园 和 住 宅 内 院

都 为 少年 儿 童 、 青 少年和 成 年 人 提 供 了 能 在 开 放 空 间相

遇 的 机 会 。 住 在 别 墅 区 和 大楼 建筑 中的 人 有 着 不 同 的 生

活 方 式 、 生 活 经 历 和 生 活 态 度 ， 公 共 开 放 空 问 给 他 们 提 供

了 相 遇 的 机 会 并 以 此 改 善社 交 生 活 。 庭 院对 外 只 是 半 公

共 的 ， 它 隶 属 更 高 层 次 的 社 会 控 制 ， 这 也 有 特 定 的 好 处 。

庭 院很 适 合 年 幼 的 少 年 儿 童 ， 因 为 它们 给 人 很 高 的 安 全

感 ： 少年 儿 童 们 能在 大 人 的 视 线 内 自己 玩 ( 或 至 少 在 叫得

应 的 范 围 内 )。 庭 院私 密和 半开 放 的 双 重 性质 让 少 年 儿 童

能够 既 接触 玩 伴又 接触成 人 。 与成 人 接触 ，观 察 他 们 的 行

为是 少年 儿 童 角 色 扮 演 的 重 要 基 础 ， 这 帮助 他 们 了 解 社

会 行 为 。 为 家庭 设 计 的 开 放 空 间 给 人 们 的 友 好 社 区 生 活

提 供 条件 ，在 那 人 们 相 识 、 相 处 、 互 助 (表 4 )。

2 ． 4 少 年 儿 童 本 位 的城 市公 园 标 准

欧 洲 的 公 园 历 史 上 的 功 能 就 是 审 美 。 随 着 城 市 的 工

业 化 以及 城 市 人 口 的 增 加 ， 改 善 城 市 居 民 生 理 、 心 理 状 态

成 了 城 市 绿 地 的 主 要 目标 ，现 在 ， 欧洲 公 园 的 主 要 功 能 就

是 供 人 们 散 步 。 因 为城 市公 园
一 般都 设 在 大 型 住 宅 区 中



表4 适合少年儿童居住的住宅区环境的衡量标准 

簇状空间结构 ／部分遮 (1)树荫 

蔽区域 (2)墙／梯子／壁橱 

(3)障碍物 

(4)棚架 

(5)阴影 

幼儿独立玩耍机会 【1)视线 

自然游乐设施 

体育锻炼机会 

临时活动空问 

让开放空间保持开放 

特殊通途的合法性 

(2)安全地区的婴儿区 

(1)水(池塘、水槽、沟渠) 

(2)花园中的“原始”区 

(3)果实植物 

(1)球类游戏区 

(2)能够滑冰、骑车等的院中小道 

(3)能爬的树——可能系有绳索 

(1)烤肉宴 

{2)各种适应开放空间的行为 

没有停车区 

(1)可以坐的设施 

(2)烤肉区 

(3)晒衣绳 

(4)自行车站 

表5 为适合少年儿童居住设计的城市公园 

例子 

使用便捷性VS审美 

限定明确区域 

把整个公园变成一个活动场地 

1)没有禁入区(草皮 

2)减少花圃 

3)改善可供玩耍的景致(果树、水、小山) 

4)草地取代“英式草坪” 

5)枯叶留下来作为玩具 

1)用景致隔开不同功能的区域(篱笆、水、山、树群 ) 

2)标出休憩区 

3)不允许狗进入少年儿童游憩区，给它们另辟场地 

1)路边放上活动设施(树木、雕刻) 

2)圈出供少年儿童和青少年玩耍的地方，并允许带入任何东西 

3)树林可作为活动场地 

4)可接近水体 

央，我们也可以开发其他的娱乐功能。 

由于能被称为公园的开放空间种类繁多，很难在这 

个前提下定义公园属于哪种开放绿地，根据公园规模、形 

状以及周围环境，公园可能同时是出色的活动场地。根据 

公园的组成，它完全可以提供同等质量的树木、小湖 ，甚 

至传统的活动场地。 

由于公园的主要游憩功能是为成人设计的，少年儿 

童的活动受到限制。少年儿童尚有专门的活动场地，青少 

年却根本不被列入公园考虑范围。 

公园是开放绿地中青少年被拦在门外而低龄少年儿 

童被围在特定区域的典型 ，他们通常不能自由玩耍，特别 

是在大型公园，人们常常忽视这些，而这正是应该改进的 

(表 5)。 

3 结 语 

城市生活给家庭带来压力，让少年儿童暴露在交通、 

污染、街头暴力以及滥用毒品的危险中，生活在大城市的 

少年儿童们很可能没有安全的开放绿地可供玩耍，于是 

在城市环境中长大危害着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社交能 

力。 

园林规划设计要通过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 ，避免这 

些危险，并且设计出可供少年儿童玩耍的城市开放空间。 

能在开放空间玩对我们后代的健康发展很有利。在这些 

地方的独立的玩耍，能教给少年儿童们很多书本上学不 

到的东西。 

主要问题已经引起全世界规划者的关注。如联合国、 

欧盟等国际组织就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若干计划，主要 

集中在改善少年儿童的权利 ，但没有提供直接的建设方 

案。为了找到最佳实例，需要翻阅城市个案。 

“活动场所：城市”远景宣言的提出是基于过去几年 

中多特蒙德大学的多项研究，通过改进城市开放空间的 

可达性、安全性、游憩质量和多用途性，使整个城市成为 

适合少年儿童玩耍的区域。该宣言提出了配套标；隹未检 

测城市开放空间的少年儿童友好程度及其改善措施。 

把城市变成适合低龄少年儿童玩耍的场所看似遥不 

可及，但迈出第一步相对来说很容易。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满足市民需要的方式不同，但全 

世界满足少年儿童需要的方式却差不多。然而，中国不能 

全部移植欧洲少年儿童友好度的空间政策而不加调整。 

欧洲的解决方式是基于欧洲人 口结构变化，在城市规划 

的公众参与下，适合欧洲的城市空间结构而设计的。现有 

的措施如何加以调整以适应中国情况，这个研究课题可 

能得出一个特别有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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