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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为“一米高度”创造幸福感———

利用高架桥下的闲置空间，打造充

满童趣的运动场，培养儿童日常运动健

身的良好习惯；在风景旖旎的滨江，建

造外形犹如“虫洞”一般神奇的科学建

筑，激发孩子们对科技的探索热情；在

家门口为孩子建起秘密花园，让他们通

过双手与草木、泥土的接触，重塑人与

自然的亲密感和健康身心。在国际设计

之都上海，因地制宜的“儿童友好空间”

将越来越多，在设计创意的呈现上还将

不断升级。 ———编者

设计之都“再造”孩子们的乐园
◆ 琳 恩

    今年秋季，8岁的小晶有了心仪的“游

乐场”———离家百步距离、百余平方米的绿
地，经过精心设计改造，成为了社区里孩子

的专属“农场”。
标有前进方向的小脚丫地贴和彩色斑

马线引导着小晶和小伙伴们进入花园。花园
的种植篮里，南瓜、黄秋葵等瓜果蔬菜郁郁

葱葱地生长，废旧轮胎变身彩色花盆，种上

了各色花卉绿植。无论是种植篮还是轮胎花
盆，高度相对成年人的身高来说都偏矮，而

对于孩子们来说却是刚刚好，这就是人们所
说的“一米”高度。

小晶住在黄浦滨江五里桥街道，市中心
位置。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之中，为孩子们造

就一片小小的乐园，看似不是什么“大事”，
但背后是理念变动的开始———从孩子的需

求出发，充分尊重他们的创造力，让他们在
钢筋水泥丛林中有机会与自然生态亲密互

动，自由嬉戏。
近日，相关部门宣布，要把上海“一江一

河”沿岸滨江打造成遛娃“宝地”。不仅如此，
“十四五”期间，通过一个个项目、一件件实事

分阶段有序实施，上海将不断增强儿童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

“儿童友好、人人友好”的儿童友好城市。

“一米高度”释放城市温度
除了想方设法对存量空间进行改造之

外，设计师们在为孩子们创造安全的回家路

方面也下了功夫。
田林小学的入口位于一条狭窄的弄堂

口，上下学高峰，接送的非机动车辆像潮水

一样聚集，给步行回家的学生与家长增加风

险。为此，水石设计城市再生团队专门针对
学校的入口进行改造设计，他们利用弄堂口

拆违后留出的空间，为学生量身打造专用的
安全通道，用跳跃的彩色沥青强化了警示与

防滑作用，还为家长预留了等候的座椅，以
“微空间”分隔井然处理了校门口的人车分

行。不仅如此，水石团队还利用社区的拆违

空间，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十来平方米的迷
你广场，边缘的体育场阶梯式坐凳，让家长

们在陪伴孩子的同时也能休憩片刻。
实际上，五里桥街道和田林街道都是今

年公布的首批上海市儿童友好社区示范点。
这些示范区遍布全市 16个区 84个街镇（工

业区）。如今，上海市民对家门口的新式、微
型“儿童乐园”并不陌生。一些设计师也摸索

出了行之有效的设计方法。
“市中心空间有限，我们通常会制造空间

的层次感，为孩子‘辟出’活动空间，”景观设
计师尹旭表示，在市中心位置开放儿童友好

空间，一是可以利用下沉式闲置空间，但如果
没有这样的空间可以利用，也可以平地造出

立体空间。他就曾在一处社区中用轻型钢架
出一处平台，平台下供居民放自行车，兼顾了

社区其他人群的需要。平台上两头回环曲折
的跑道，则任由孩子们组队玩耍，其中一处楼

梯被环形的滑梯替代，许多孩子排着队往里
钻。设计师的用心在细节上也得以体现，软塑

胶跑道有防摔功能，扶手设计了两层，是为了
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的不同身高，一边

还有各种各样的椅子，家长既能和孩子保持
距离，又不耽误坐着看孩子玩耍。

在钢筋混凝土堆砌的城市中，“以一米

的高度看世界”，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是城
市责无旁贷的关怀与温暖。“一米高度”的设

计释放和彰显着上海的城市温度。
“我是看着上海公共空间‘儿童友好’设

计一步步从概念到实景落地的。”设计师杨
一奇表示，上海的“儿童友好”空间设计的发

展已经悄然经历了几次迭代。一开始是从缺
乏和忽视到开始重视，一些主打亲子互动的

商业空间做了先行的探索，比如，之前有商
场就引入了号称“世界最矮艺术展”———

“1.2米艺术展”，让大人用孩子的视角看世
界、看艺术，让公众关注到了“一米高度”的

话题。之后，为孩子的设计越发受到人们的
关注。不过，这其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按照

杨一奇的话来说：“有的设计师理所当然地

认为儿童空间应该色彩鲜艳，放点卡通形象
就算大功告成了。这种处理方式，不光是孩

子不买账，外行人也能看出设计流于表面。
另外，就是应该让孩子多与自然互动，活动

空间不能局限在室内，现在，情况已经大为
改善了。”

已参与过多项“儿童友好”空间设计项

目的杨一奇道出了“一米高度”设计的门道：
“儿童友好”的设计有其特殊性，设计师、创

意工作者在充分听取、考虑儿童的意见，而
非固守成人视角。现在，在上海，一个社区进

行微空间的改造，通常也都会邀请孩子来参
与设计。孩子对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也有“话

语权”。

“儿童友好”理念紧贴时代
2021年 9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务院妇

儿工委办公室、民政部等 22部门发布《关于

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到 2025年，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100个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推动儿童友好理念
深入人心；到 2035年，预计全国百万以上人

口城市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超过 50%，

100 个左右城市被命名为国家儿童友好城
市。上海已经成为主动“领跑”的城市之一。

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 15分钟社
区生活圈———人民城市为主题，倡导更多服

务资源向市民延伸。围绕儿童日常生活轨迹
构建儿童友好设施，也是“15分钟社区生活

圈”的重要构成部分。
为新华社区宜居单元“玩乐间”策展团

队洛嘉儿童，为孩子量身定制的疫苗点就是
其中的典型例子。用设计师的话来解释，在

疫苗点，人们所见不仅是特色鲜明、栩栩如
生的彩绘墙，其中还蕴藏了 14种玩法，在解

锁不同的玩法的过程中，孩子们会逐渐建立
对世界的正确认知，对疫苗注射的“恐惧感”

就在寓教于乐中消弭于无形。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在设计之都

“再造”孩子们的乐园，不光是为了孩子。
高校建筑学研究者沈瑶认为，建设儿童

友好城市有助于应对高密度城市导致的肥
胖、近视、抑郁等儿童成长问题，也与提高社

会生育率、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以及“双
减”背景下的教育改革等时代重要议题息息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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