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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

序号 政策机制 主要举措 具体做法

一 制度机制创

新

（一 ） 健全

工作机制

1.上海市将儿童友好空间建设作为全域推进儿童友好城市的重要载体，探索创新建设路径和

工作方法，建立起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多主体协作的工作机制。纵向搭建“城市—城区—社

区”三级工作体系，各部门各区将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纳入有关专项政策，制定儿童友好学校、医

院、滨水空间以及母婴设施等方面建设标准指引，如浦东新区发布儿童友好城区规划导则。横向

构建学校、医院、研究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多主体、多领域协同建设体系，合力推进 28 项

行动 99 项任务落实。

2.河北省保定市建立城市规划建设部门与妇联协同推进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工作机制。妇联

全过程参与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项目方案设计、审查和实施，做到第一时间知晓项目进度，全面参

加研讨建议和审查决策，并对项目实施进行实时监督。如，市妇联参加了环城水系、儿童公园、

老旧小区等改造项目设计论证会，提出适儿化改造意见，推动儿童友好元素融入城市建设发展。

（二 ）制 定

地方 性管 理

规定

1.广东省广州市发布《广州市公园适儿化改造指引》，“以点带面”引领儿童友好空间建设。

目前，广州市已构建形成市区两级“1+12”儿童公园体系，以儿童参与为核心，持续推进城市公

园适儿化改造，丰富自然生态、科普文化、亲子交流有机融合的儿童友好活动场地，为儿童打造

了丰富多元的友好成长空间。

2.江苏省苏州市发布《苏州市儿童友好出行交通设施设置指南》，推广儿童友好标志、友好

专用通道、限速禁鸣标志等交通安全设施，明确“公交直达、地库接送、不同交通种类分区”的

校园周边交通组织模式，缓解上下学期间交通拥堵，保障儿童出行安全，目前苏州市完成 125 所

中小学校的儿童友好交通建设改造。

3.海南省海口市编制《海口市儿童友好城市空间建设导则（试行）》，构建城区、街镇、社区

（村）三个层级的儿童友好空间建设体系，塑造适宜儿童成长的生态游憩空间、文体演艺空间、

学校教育空间、医疗照护空间、校外实践空间、交通出行空间等场景。如，海口市建设改造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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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滨河绿道，串联众多儿童游憩空间，让儿童在漫步骑行中体验海洋文化、研学自然生态。

（三 ） 统筹

街 区 （ 片

区） 儿童 友

好空间建设

1.湖南省长沙市在马栏山片区“点、线、面”结合开展适儿化改造。在“点”上，建设儿童

气象观察站、自然教育科普馆、儿童医疗站等儿童服务设施，增加儿童娱乐休憩设施和活动空

间。在“线”上，增设护学专用通道，完善出行标识，对高架桥下空间进行适儿化改造，打造安

全、连续的儿童学径网络。在“面”上，设计儿童友好地图，串联起集科普、娱乐、休憩、活动

等功能为一体的儿童成长空间，全力塑造儿童友好场景。

2.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统筹西岸国际艺术园区、桥西历史文化街区、新昌路—宁波路美好生

活街区，整体打造儿童友好街区。以 1 米儿童视角为设计理念，把街区内 28 处儿童活动场地、

27 处儿童服务设施以及 5个国家级博物馆、11 处母婴室、3处应急救援室有机串联起来，系统构

建儿童友好空间体系。以大运河文化为载体，改造提升历史步道、休憩设施，组织儿童对大运河

拱宸桥段两岸风貌提升献计献策，联动 45 家商铺为儿童体验历史文化提供公益服务，构建起生

动的“运河故事”叙事空间，让儿童充分感受到空间友好、环境友好、服务友好。

3.广东省佛山市新城片区统筹 3 公里范围内“一带九馆两小园”打造全方位全龄段儿童友好

空间。在东平河滨江湿地景观带内为儿童开辟探索自然、游乐休憩的专门区域，构建儿童友好生

活圈。如利用东平大桥的桥下空间，建设了儿童足球场、小型篮球场。在佛山科学馆、图书馆、

青少年宫、城市展览馆、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世纪莲体育馆、大剧院设计建设中融入儿童

友好理念，打造儿童友好场馆，如青少年宫设立涵盖国防、交通、消防等 33 个科普展项，构建

儿童友好学习圈。

4.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将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纳入街道建设改造重点工程中统筹推进，系统

开展学校、社区周边公共活动空间的适儿化改造，打造让儿童亲近自然科学、了解历史文化的

“正定文化课堂”，形成点、线、面融合的儿童友好空间体系。如，结合城市公园、广场以及街

道内的开放空间，增设儿童运动、游乐设施，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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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儿童友好社

区建设

（一 ） 实施

社区 适儿 化

改造

1.广东省珠海市南村社区推进儿童友好空间微改造。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新增儿童球场、亲

子菜园等室外活动场地 5 万平方米，改造提升 3 条儿童上学道路，按照不同年龄分区域设置儿童

活动场地，增加儿童友好标识，创造安全、绿色成长环境。推进邻里中心、社区用房等既有设施

复合利用，打造绘本馆、阅览室等社区儿童微空间，提供绘本阅读、心理辅导、书法训练等服

务，满足儿童对美好成长空间的新需求。

2.江西省赣州市狮子岭社区有机嵌入儿童友好空间。配建幼儿园、儿童之家、童心书屋等儿

童服务设施，利用闲置空地和架空层打造童梦乐园、儿童剧场等儿童活动场地，增设游乐设施 50

余套，在街角空地植入 24 节气、航天文化装置等科普元素，组织 7 支志愿者队伍提供社会实

践、非遗文化等儿童活动，为儿童营造宜居宜乐宜游的生活空间。

（二 ） 完善

社区 服务 场

景

1.浙江省衢州市新荷社区打造老幼融合的友好空间。利用闲置空间增设托育中心，拓展儿童

活动空间。依托儿童之家、妇儿驿站打造共富工坊，组织退休教师、老党员们为儿童开展作业、

兴趣辅导，让照看儿童的妇女和老人在工坊中做来料加工，有效兼顾照料孩子与增加收入的需

求。在共富工坊中开设“精灵书画屋”，向特殊儿童开办公益性国画课程，开展亲子活动进社

区、家教常识进社区等活动，打造家门口的幸福家园。

2.四川省成都市花照壁社区打造全龄友好的公共空间。在项目建设中兼顾儿童和老年人需

求，建设 2 公里儿童友好慢行步道，串联儿童户外活动场地、幼儿园、学校、党群服务中心、居

民院落等空间，改造 6 处 7000 平方米社区公共空间，增设健身、营养厨房、手工坊等助老适老

服务，让老年人休憩健身的同时，实现“15 分钟遛娃”。

（三 ） 引导

多元 主体 参

与

1.上海市长宁区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到具有栖息地功能的社区生境花园建设中，通过“小手

拉大手”的方式，吸引居民、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目前已完成 24 座生境花园建设。规划设计阶

段，充分听取社区儿童等居民的意见建议，将儿童友好、自然教育等要求融入方案。建设运维阶

段，组织儿童参与生境花园建设活动，制定生境花园居民管理公约和维护手册，形成以社区志愿

者管理维护为主，共建单位、公益组织共同支持的运维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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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将儿童友好作为社区建设重要内容，整合区、街道、社区与物业、运

营单位各方力量，搭建儿童建言发声平台，多方协作、凝聚合力，整体推进项目谋划、设计和实

施。如，缤纷社区成立缤纷儿童观察团，引入专业服务运营机构，统筹打造了包括托育中心、成

长驿站、儿童友好书房、儿童“医防护”健康综合体等在内的 1.17 万平方米儿童友好服务设施

和 1.5 公里无忧通学路，多元协同共筑安全、有趣、触手可及的儿童学习生活空间。

三 公共服务设

施适儿化改

造

（一 ） 多措

并举 实施 改

造

1.北京市昌平区将老厂房更新改造为北科婴幼学苑托育设施。保留沙河毛条厂车间的外观风

貌和主体结构，优化空间布局，设置 14 个教学班、5间功能教室、生活体验区、公共阅读区、室

内活动区等，着力解决周边居民托育难题。提升婴幼儿生活环境品质，在室内加装天窗等通风采

光和空气净化设备，确保阳光充足、空气清新和温度适宜。将厂区内空地改造为活动场地，设置

动物生态区、植物生态区和阳光生命区，满足婴幼儿游戏、运动、照护和教育需求。

2.河南省郑州市经开区第一幼儿园以“趣教育”为主题实施适儿化改造。在室外对环境进行

整体改造，增加自然生态空间，设置自然美育区、角色体验区等趣味游戏空间，在室内建设以科

学探究为主的创趣空间和以科技体验游戏为主的探趣空间，满足儿童向往自然、好奇探索的成长

需求。

3.河北省衡水市儿童医院按照“温馨如家”的理念实施适儿化改造。医院空间和环境设施采

用无棱角设计，增设防滑地板、防撞带、防夹手门板，强化安全保障。将儿童诊疗区改造为暖色

调，设置软包座椅沙发、母婴室、儿童专用家具和卫具，增加儿童专用采血窗口，提高就诊舒适

度。扩展休闲娱乐区，增设儿童娱乐设施，打造“儿童科技墙”，配套儿童教具、情景小舞台

等，营造富有趣味的候诊环境。

（二 ） 探索

可持 续 建设

运营模式

1.广东省深圳市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妇儿大厦改造为儿童友好空间。妇儿大厦改造项目采

用 PPP 模式实施，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项目设计改造中，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结构和布局，在

外立面增加遮阳网格，用色彩区分功能空间，并将原本用作停车的庭院改造为公共活动空间，做

到了节约成本、降低能耗和环境友好。项目运营管理中，在优先保障妇儿发展、家庭关爱等基本

功能基础上，引入亲子陪伴、幼儿托育、演艺剧场等新业态，采用自营联营合营模式，将公益服

务与商业运营有机融合起来，确保项目持续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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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 动

儿童 全过 程

参与

1.浙江省义乌市小玩国幼儿园坚持儿童优先的原则实施更新改造。项目设计中，组织儿童与

设计师对话，参与规划设计讨论，表达想法与需求，确保改造方案符合儿童兴趣和身心特点。改

造过程中，组织儿童为大树刷桐油、挂风铃、搭建树屋，塑造开放互动的户外场地空间，鼓励儿

童自由探索、合作学习。改造完成后，定期举办儿童座谈会、问卷调查活动，开办四季体验课

程，倾听儿童对活动空间和设施使用的意见建议，提升儿童归属感。

2.湖北省武汉市开展“我的城市我做主”儿童友好主题活动，设立儿童友好信箱，组织中小

学生为自己的城市、社区建言献策，引导儿童参与公共服务设施适儿化改造，做到共谋、共建、

共管、共评、共享。如，武汉市硚口区图书馆收到小学生来信后，邀请小读者、儿童代表进行现

场对话，梳理汇总洗手盆高度、厕所布局等具体改造意见，落实到改造设计方案中并予以实施。

四 道路空间适

儿化改造

（一 ） 营建

安全 连续 的

慢行系统

1.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以出行友好、活动友好为主题打造竹蜻蜓儿童友好街区。建设 1600

米安全畅通的通学路，新增独立连续的非机动车道 2000 米，改造交通稳静化路口 5 处，增设抬

升式过街横道、降速标识等，在通学路沿线打造儿童友好公园、小型城市客厅等儿童活动空间，

整体提升街区环境品质，让儿童公平享有便捷、舒适、包容的设施空间。

（二 ） 改造

校园 周边 通

行环境

1.浙江省宁波市对江北实验小学周边街道的通行环境进行适儿化改造。在人行道上设计建设

连接东、西校区及小公园的风雨廊，并在机动车道侧形成接驳区，做到家长接送车辆即停即走。

在校门口建设功能复合的通学公园，设置休闲、健身等场地和设施，为家长提供舒适的等候空

间。调整人行道路缘石高度，铺装防滑易清理的材料，抬高斑马线，实现步行优先与安全便捷。

2.安徽省合肥市更新改造天山公园，解决周边幼儿园和小学的家长接送难问题。在临近校园

的区域增设公园出入口，将原来的树池护栏改造为座椅，设置家长等候区，增加公厕厕位、无障

碍通道等配套设施，缓解学校门口拥堵状况，解决上下学接送难、家长等候休息难、如厕难等问

题。

3.山东省威海市在鲸园小学对面建设社区公园，解决家长接送难、停车难问题。在社区公园

地下增设停车位，缓解上下学时段交通压力；在公园内设置家长等候区、儿童游憩等各类服务设

施，满足家长和儿童的休闲娱乐需求；通过天桥联系学校和家长等候区，在改善学校交通环境的

同时提供接送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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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园绿地适

儿化改造

（ 一）建设

儿童 友好 公

园

1.四川省雅安市将熊猫绿岛公园建设为儿童友好公园。结合周边山水环境特点，以大熊猫为

主题，设计建设适应不同年龄段儿童需求的活动场地和游乐空间，包括艺术中心、亲子中心、熊

猫雕塑、滑梯蹦床、轮滑场地等，让儿童亲近自然、体验文化。结合公园实施的海绵城市建设开

展科普教育，植入自然教育、美育教育、科技体验等功能，提高儿童综合素养。

2.重庆市渝中区从“一米高度”出发，将红岩公园建设为儿童友好公园。充分利用公园漏斗

形地形地势，将沟谷平坦区域建设为 5000 平方米的儿童乐园和阳光草坪，设置 10 余种儿童游乐

设施，增加陪护休闲座椅，配套儿童马桶、洗手台等设施，为儿童提供安全舒适的游乐空间。建

设 3000 米登山步道和观景平台，串联周边红岩村、红色革命纪念馆、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等红色

文化资源，让儿童在游乐中浸润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3.海南省三亚市在海棠湾生态公园内打造儿童乐园。开展生态修复，融入文化元素，设计建

设黎锦乐园、耕食乐园、船坞乐园、潮汐沙湾等儿童活动区，采用木头、麻绳、藤竹等当地材料

搭建儿童游乐设施，利用原有地形、火山岩和热带植物，塑造独具趣味的探险场景，让儿童在游

乐中探索自然、感知文化。

4.辽宁省沈阳市将青少年宫周边绿地改造为儿童友好公园。项目设计阶段，广泛征集周边儿

童及家长的建议，将各方需求融入到设计方案中。项目实施阶段，以“希望·追梦”为主题，设

置亲子区、低龄区、游戏区、轮滑区等功能区域，拓展儿童游乐空间，营造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

需求的活动场景。

（ 二）增加

儿童 活动 空

间和设施

1.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对半塘公园进行适儿化改造。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兴趣特点，在半

塘公园内开辟出 1 万平方米用于建设“松鼠探险园”，塑造银杏拾光隧道、奇幻森林乐园、彩虹

广场、自然探险乐园、休憩乐园、拾光露营广场等六大场景，植入游乐、科普、休憩功能，纳入

适儿化引导标识、图书漂流站、家长休憩区等配套设施，定期举办儿童读书会，让儿童在兼具教

育和趣味的公共空间中游戏休憩、健康成长。

2.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将魅力之城小区绿地改造提升为社牛牧场儿童宠物公园。结合居民提

出的“儿童+宠物+全龄段友好+开放共享”需求，将小区绿地划分为儿童游乐、宠物活动、休闲

健身、文化服务片区，植入儿童乐园、宠物之家、社区书店、绿植服务站等功能和设施，举办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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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集市、亲子活动、绘画比赛、公益课堂等社区活动，让儿童在家门口享有高品质空间和服务。

3.广东省东莞市在松山湖高新区科学公园中建设儿童友好中子乐园。按照科技创新友好的原

则，乐园将中国散裂中子源研究与活动场地设计、娱乐设施配套巧妙结合起来，把散裂中子源原

理转换为“生态探索水乐园、滑滑变速乐园、转转乐园、碰碰乐园、球球微乐园”5 个儿童游戏

场地，让儿童在游玩中学习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素养。放大中子乐园示范效应，开放乐园周边的

实验室、产业基地、科研院所，打造科普研学地图，进一步丰富儿童科学体验。

六 校外活动场

所建设

盘活 利用 既

有场地空间

1.北京市东城区联合北京银行将和平里支行打造为儿童友好网点。按照“1 米高度看世界”

理念，将金融服务与财商教育、文体活动、亲子互动、公益传递等紧密结合，共建共享儿童友好

空间。开展适儿化改造，设置益智区、诵读区、绘画展、专属儿童柜台，融合东城区儿童友好地

图、历史文化元素，打造“1 米长廊”特色区域。向儿童无门槛开放，发行儿童友好联名小京

卡，定期举办特色研学、亲子体验等主题活动，助力儿童培养健康的消费观念。

2.上海市杨浦区将滨江空间 5.5 公里示范段打造为儿童成长友好空间。编制《上海杨浦滨江

生活秀带儿童友好公共空间规划设计方案》，将工业遗产、科技体验与儿童友好空间设计结合起

来。依托沿线城市景观和公共建筑，建设改造乐动力杨浦滨江运动公园、电厂遗迹探索乐园、绿

之丘儿童科创实践基地、皂梦空间等 25 个特色空间场馆，融入科普教育、历史人文、技能体

验、生态健康、红色研学等元素，打造寓教于乐的校外活动场所。

3.江苏省无锡市将运河艺术公园打造为校外活动场地。通过水系整治、植物优化、增设设施

等方式，为儿童打造自然科普、体育运动、环保教育和乡情教育基地。以“德智体美劳”五育教

育为游览路线，串联原有的米市码头、民族音乐博物馆、奥林匹克纪念馆、周怀民藏画馆等历史

遗存，建设开放的游学空间。新增艺术雕塑、涂鸦墙、绘画展等，强化美育功能。开展“跟着课

本看运河”等 20 多场研学活动，举办儿童晚会、市集等 10 余次，丰富儿童课余生活，营造友好

的儿童成长环境。

4.广东省珠海市将梅华环保生态中心打造为生活垃圾示范教育基地。对原来堆放市政园林和

环卫设施的场地进行升级改造，建设垃圾分类体验馆，面向儿童展示科普垃圾分类的完整链条和

再生利用过程，并在场馆内设置儿童艺术手工专区，引导儿童利用废弃物创作独具特色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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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培育儿童环保理念。利用山脚闲置地拓展户外活动场地，开辟儿童种植菜园、花园，设立手

工坊、育花车间、农作坊、观鸟区等儿童友好工作坊，打造富有趣味的素质拓展场所。

5.山东省枣庄市在两岸公园内打造课外实践基地。建设健身广场、篮球场、非标准足球场

地、活力乐园等儿童运动区、游乐区，融入文化要素，营造寓情于景的教育课堂。设置植物科普

基地、农作物体验园、花卉观察园等自然科普区，开展科普课堂、认领小树等活动，打造寓教于

乐的自然课堂。组织写生、非遗制作、诗歌比赛等活动，让儿童沉浸式体验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