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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分析温州市在儿童友好城市理论渐进辐射作用下的社区空间现状，从儿童空间友好需求和偏好两

个维度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当前温州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存在群众知晓度不高、基础设施不能满足群众需求、

儿童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从强化不同层次宣传、完善硬件软件设施、提高群众参与度等方面推动温州儿童友好城市

高质量发展，可为发展决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增强温州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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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Child-Friendly City in Wenzhou

CHEN Dandan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space in Wenzhou under the gradual radia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y theory,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ere carried out to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hild-
friendly needs and preferences. It i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y in Wenzhou is not well 
known by the public, the infrastructure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and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s not enough, 
etc.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enzhou’s child-friendly city from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at different levels, perfecting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facilities, and improving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etc.,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cision-making of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the influ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Wen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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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城市”是当前世界城市发展的趋

势，更是我国和温州市“十四五”规划的重要部署。

2021年，温州以《温州市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三年行

动计划（2022—2024）》为纲，将儿童友好理念赋能

到城市建设各个方面。近年来，尽管我国儿童发展

事业取得了多方面进展，但《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

政策报告（2019）》指出，当前我国儿童发展最紧迫

的问题是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专业化不足与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与此同时，自2021年起，我国实施

全面三孩政策，这对儿童成长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也促使城市的资源配置与环境搭建进行调整以

迎合儿童成长需求。基于此，本文从国际经验着手，

对比国内外其他城市的儿童友好建设实践，聚焦儿

童空间友好需求和偏好两方面，以问卷和访谈的方

式，针对温州市鹿城区、龙湾区和瓯海区不同年龄

段的儿童和家长开展调研，并对调研区域的儿童生

活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和交通出行等进行实地

考察调研，总结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期对儿童友好

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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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充分体现“儿童

友好”。其建设目标为：到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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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温州以《温州市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三

年行动计划（2022—2024）》为纲，将儿童友好理念

赋能到城市建设各个方面，切实构建起政策友好、服

务友好、权利友好、空间友好、环境友好与产业友好

六大领域，不断增强儿童的幸福感、快乐感、自由感

和公平感[2]。

二、“儿童友好城市”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加入儿童友好城市

创建，如何择取和评估建设路径得到学界关注。有学

者通过对全球10个典型国家儿童友好城市治理实践

的文本开展内容分析，以“议题-主题-策略”三维

分析框架呈现儿童友好治理路径和范例，概括出路

径依赖性的行动逻辑、多元共治性的主体逻辑、渐进

式的政策学习逻辑与包容性治理的制度逻辑[3]。

还有学者聚焦城市发展的某个层面，以实地考

察的方式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评估。如基于儿童

生活日志调研和空间观测，从儿童行为与空间环境

两个维度，对北京朝阳区双井街道的社区公共空间

开展儿童友好性评估，发现儿童室内化、消费化的

休闲活动特征，儿童缺乏独立自主出行活动，缺少游

戏互动与社会交往的机会等现象，提出社区公共空

间应为儿童提供趣味、属实的游戏活动空间，打造

安全慢行空间等建议[4]；依据功能性游戏、建构性游

戏、想象性游戏、规则性游戏的相关游戏形式理论，

对深圳8个儿童游戏场地的儿童游戏行为标记调查，

从规划布局、空间设计和安全维护三个方面提出建

议[5]。有关长沙的民意调查和案例研究提出了构建政

策、服务和空间的公共空间体系[6]，针对上海、广州

等大城市的调研提出了儿童运动空间缺少自然元素

和形式单一的问题[7]，基于深圳、上海、长沙、南京4

个城市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儿童空间的改进措施[8]，对

户外儿童活动空间的研究指出在开放空间的玩耍是

提升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条件[9]，调查儿童商业空间

发现其设置和设计发展都存在问题[10]。此外，聚焦宣

城市设计，针对儿童运动场地、家长期望需求和儿童

运动行为三方面的调研，发现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布

局存在设施少、种类单一、使用率低和体验感弱等问

一、“儿童友好城市”国内外建设现状 

为了应对全球城镇化、去中心化水平日益提高

的现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人

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于1996年共同发起儿童

友好城市倡议，宣布儿童的福祉是衡量健康住区、民

主社会、良好治理的终极指标。这一倡议将政府与

有志提升所在城市和社区儿童友好程度的社会组织、

私营部门、学术机构、传媒机构、儿童组织和以儿童

为主导的组织，以及共同创建安全、包容、充分响应

18岁以下儿童需求的城市和社区等地方利益相关方

联结在一起。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9年发布的《构

建儿童友好型城市和社区手册》，这项倡议的足迹已

遍及全世界38个国家3 000多个城市和社区，覆盖

3 000万儿童，并呈现逐年扩展之势。

目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设立的“儿童友好城市

倡议”官方网页显示，创建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国家

包括：加拿大、美国、哥伦比亚、巴西、冰岛、瑞典、

芬兰、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丹麦、

波兰、捷克、瑞士、列支敦士登、意大利、奥地利、

匈牙利、希腊、斯洛文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立

陶宛、格鲁吉亚、以色列、伊朗、阿联酋、蒙古、越

南、韩国、日本、伯利兹、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

巴西。

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规

划主要集中于交通出行、开放空间、住房与设施以及

儿童参与[1]。其中，交通出行主要体现在采取多样化

的交通措施为儿童出行创设支持性环境，鼓励儿童

积极、自主出行；活动空间指将儿童活动纳入城市

各层级开放空间设计之中，为他们提供更加安全、自

在的活动场所；住房与设施侧重于从迎合育儿家庭

的日常生活需求角度，为其提供更加健全、完善的功

能支撑；儿童参与注重聆听儿童的呼声，体现了社

会对于儿童权利的认可与尊重。

我国于1990年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并从2006年开始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推广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2016年，深圳市申请加入儿童友好城

市倡议，由此拉开了我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序幕，

随后上海、成都、长沙、威海等城市跟进。2021年年

初，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被列入“十四五”

期间的重大工程，同年９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22个部门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

意见》，要求城市发展在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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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提出城市建设者应从标准制定、实施监管和后期

维护三方面增设儿童户外运动设施[11]。 

总体上看，有关儿童友好城市的区域研究多集

中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和省级重点城市，较

少关注其他城市；对于室内和室外空间的割裂研究

较多，综合研究较少，更少关注到软件层面如社区活

动方面。因此，本文选择二线城市温州为研究对象，

研究温州在儿童友好城市理论的渐进式辐射作用下

社区空间儿童友好需求和偏好的现状和问题，以期

为城市发展决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本调查主要采用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和访谈法。

问卷调查旨在选择特定区域，针对特定问题开展针

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调查，了解“儿童友好城市”在温

州的具体实践情况和潜在的可提升空间，提出具有

可行性的建议。本研究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与儿

童生活紧密相关的活动空间，包括游戏场地设施、出

行安全、公共空间中儿童空间的设计等基本情况，聚

焦可能存在的不足，以此提出完善温州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的建议。访谈法是对文献查阅法和问卷调查

法的补充，目的是深入了解调查对象针对某一问题

的想法，为研究提供更多角度的思考。

2.数据来源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设立的“儿童友好城市”官

方网站除了对概念的基本介绍，重点收集了国际上

获得“儿童友好城市”荣誉的国家和地区在为儿童

谋福祉方面的文献，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呈现。各国十

分重视采用不同的评估工具审定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情况，而问卷调查就是其中的一种。本研究采用的

问卷，主要由市民对“儿童友好城市”的了解程度、

市民的具体需求、现阶段城市空间的评价三部分构

成；问卷调查在2023年1月至2月间进行，主要以网

络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通过微信、QQ等网络平台

发送给不同职业群体、不同地域群体完成作答，采用

Excel表格统计问卷调查结果。为补充问卷调查，通

过访谈法深入了解某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研究者拟

定访谈大纲，主要包括基本信息、对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的了解情况和建议三个部分。筛选有意向参与访

谈的瓯海区、鹿城区和龙湾区样本，以电话和网络的

方式发起访谈。此外，研究者还采访了部分儿童和社

区工作人员。

3.分析框架

本研究的实地调查聚焦于与儿童生活环境紧密

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和交通系统三个方

面，重点聚焦于公共空间。本研究中的公共空间特指

与儿童日常生活贴近的社区公共空间中的户外空间，

如儿童游戏场地、公园、街道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于2018年发布《儿童友好城市规划手册》，

结合全球众多行业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的研究成

果和优秀实践，提出十项儿童权利与城市规划原则，

全面、系统地就儿童友好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等

给予了详细指导，是目前全球最权威的儿童友好城

市规划指南。这十项原则是：投入、住房和土地权

属、公共服务设施、公共空间、交通系统、水和卫生

综合管理系统、粮食系统、废弃物循环系统、能源网

络、数据和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其中，公共空间强调

城市和社区需要保障儿童能够生活在清洁、无污染、

安全、有绿化空间的环境中，并且能与朋友见面，有

场所玩耍和开展娱乐活动。本研究以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空间、交通系统三项原则为切入点，深入分析温

州社区公共空间儿童友好建设的现状和挑战。

结合国内外对儿童友好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层

面的研究和实践，本研究儿童空间友好评估从儿童

需求和偏好两个维度进行评估（见表1）。研究对象为

0～18岁儿童和青少年，根据年龄段分为幼儿（1～3

岁）、学龄前儿童（4～6岁）、小学生（7～12岁）、中

学生（12～18岁）4个年龄组，因儿童和青少年网络

端数据采集较为困难，加之低龄幼儿准确表达能力

欠缺，本研究调查不同年龄段儿童和青少年的家长，

他们关注儿童成长的需求和社区环境的不足，能提

供宝贵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建议。访谈对象涵盖家

长和部分儿童，旨在全面了解儿童需求。

四、温州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1.普及宣传力度不够，群众知晓度不高

收集问卷224份，样本集中在瓯海区、鹿城区和

龙湾区三区（占比93.69%）。年龄主要分布在26～30

岁（占比24.55%）、31～35岁（占比37.50%）和36～

40岁（占17.86%）。一孩家庭占比55.91%，二孩家庭

占比35.27%。儿童年龄分布较为均匀，低龄阶段的

占比较高：0～3岁占比39.05%，4～6岁占比26.66%，

7～12岁占比21.78%，12～18岁占比12.51%。以 

0～10分衡量对“儿童友好城市”概念的了解程度，

23.66%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从未听说”，极其了解的

陈丹丹：温州儿童友好城市高质量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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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占5.36%，得分在5分以下的比例超过50%，即超

过五成的调查对象不太了解相关概念，少数家长的

得分处在有一定了解的区间（见表2）。

2.公共服务设施无法满足儿童需求，设施利

用率不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公共服务设施的需

求缺口较大，居所周围步行15分钟距离内无音乐

厅、剧院的占比69.20%，无博物馆、美术馆、科技

馆的占比67.86%，无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占

比65.63%，无图书馆、图书室的占比41.53%，无球

场、体育活动中心的占比45.98%，无儿童活动中心、

儿童之家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的占比45.09%。而

该条件下有设施的调查对象表示，偶尔使用过的占

比26.34%，经常前往该类场所的占比6.25%。此外，

14.29%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清楚住所附近是否有适合

儿童玩耍的室内场所。由上可见，针对儿童开设的室

内场所较为缺乏而且吸引力不足，宣传普及力度不

到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空间分配不均，15分

钟社区生活圈内，公共服务设施较为缺乏，儿童活动

空间与设施不足，现有的儿童活动中心、儿童之家等

室内活动场所设施的点位分布不足，未被充分使用。 

针对社区儿童户外游戏空间的问题，46.43%的

调查对象表示社区中有专门为儿童设立的户外游戏

空间，但是没有区分年龄段，35.71%的调查对象表

示社区中没有此类户外游戏空间。可见，现有儿童活

动场所与户外游戏空间并未被有效利用，户外游戏

空间设计未达到精细化水平，缺少区分年龄段且能

启发儿童创造力的设施及场地。城市绿地与儿童活

动空间的缺乏，是导致儿童户外活动减少的原因之

一，进而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城市建设趋于高密度

发展，儿童游戏空间被商业化、标准化的游戏设施所

限制，城市公园逐渐增多，但是儿童可利用的空间和

设施却不足，日常生活可接触的自然空间越来越少，

将导致儿童“自然缺失症”现象[12]。针对此类户外空

间，调查对象表达了不同的需求，最为关注的是场地

和设施的安全性的提升（占比82.14%），其次分别是

儿童玩耍设施种类的增加（占比65.18%）、儿童座椅

及洗手台等友好设施的增加（占比63.84%）、儿童玩

耍设施的更新和维修（占比56.25%）、家长休息区的

增设（占比54.91%）、场地扩建（占比36.31%）。访谈

中有家长表示活动空间的设计需要适当与国际和一

线城市接轨，提升友好程度。

问卷调查结果还显示，家长带孩子去开展娱乐

活动的占比45.09%，但不经常去的家长也占了相当

大的比例（占比40.18%）。阻碍家长带儿童前往儿童

公园的原因是没有空余的时间（占比29.46%）、所处

位置交通不便利（占比22.77%）以及缺少儿童游乐项

目（占比11.16%）。可见，创造有趣的、具有吸引力

的儿童游乐项目也是建设儿童友好社区亟须解决的

问题。

此外，家长还认为社区应该发挥一定的服务功

能，开设针对儿童友好的各项服务，例如特长培训活

动（占比57.14%）、暑假托管服务（占比48.66%）、放

学后托管服务（占比47.32%）和婴幼儿托管服务（占

比45.54%）。访谈中有家长表示小区应考虑到不同年

表1 问卷维度和问题构成

问卷维度 问题角度 问题序号 具体问题示例

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 问题6、7 6.您家步行15分钟距离内缺少哪些公共服务设施？

儿童空间友好需求
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问题13 13.您认为社区中需要什么配套服务？

对户外游戏空间的需求 问题8、11、12 12.您觉得社区儿童户外活动空间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

对户外独立出行的需求 问题17、18 17.对于儿童独立的安全出行我们更应该升级的配套设计为何？

对户外活动游戏的偏好 问题9、10 10.您家孩子最喜欢的活动及游戏类型是？

儿童空间友好偏好 对社区活动游戏的偏好 问题14、15、16 16.您希望孩子可以参加下列哪些社区活动？

对户外公园设施的偏好 问题19、20 20.您认为儿童公园哪些方面可以改善？

表2 “儿童友好城市”理念了解程度

得分 比例/%

0（从未听说） 23.66

1 6.70

2 2.68

3 4.46

4 1.79

5 16.52

6 9.82

7 12.50

8 13.84

9 2.68

10（极其了解）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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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段的需求，提供适宜不同阶段孩童的服务。还有家

长提出服务不仅要考虑到儿童，家长也会参与儿童

友好实践，应设立家长成长中心，为家长成长搭建平

台，同时家长也可以参与到社区服务儿童。

儿童独立安全出行方面，基于风险焦虑和机动

交通依赖，儿童单独出行和有限制的出行呈下降趋

势，儿童步行更趋困难，儿童活动日益脱离户外而

进入封闭且“被保护起来”的空间，呈现出驯养化特

征[13]。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应该升级的配套设计依次

为可骑行路线或重点路引与标识、户外家长等候区

或校车待停区、窨井盖改造、道路的分级管理与设

立无车日。而家长带孩子出行所遇到的问题，是缺少

儿童设施（占比61.16%）、缺少户外等候观察区（占

比50.89%）、缺少母婴室（占比30.36%）、缺少婴儿

车的双向坡道（占比33.04%）。儿童活动场所的安全

性成为大众对于社区儿童成长环境的主要担忧之一，

场地安全、环境友好、充分适应儿童与家长出行需求

的活动场所，是建设儿童友好社区所需要重点解决

的问题。建设助力儿童成长的服务空间，需要关照到

家长和儿童的心理需求，如社区医院为充分了解儿

童生病就医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针对儿童对医院

产生的恐惧心理，可在设计中融入一些舒缓儿童心

理的趣味设施，优化服务空间的体验感。

家长对不同功能的儿童场所和服务表达了需求，

同时家长更期望能在社区中增强“儿童友好”，让孩

子们在社区里肆意玩耍，家长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享受亲子时光，甚至希望能拥有第二课堂、托管服务

等。在社区满足儿童日常生活服务需求，给予儿童充

分探索世界的场地，促进儿童进一步融入社会、健康

成长。

3.儿童主题活动数量较少，参与度不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孩子在社区户外活动娱乐

的时间通常是在傍晚（占比44.64%）、晚上（占比

36.16%）和早晨（占比29.46%）。儿童最喜欢的游戏

类型主要是无动力游乐设施（秋千、滑梯、跷跷板

等）、动力游乐设施（旋转木马、电动玩具车等）、动

手创造类（沙坑、积木、书画等）、体育运动类（滑雪、

滑板、飞盘、球类运动等）、课外阅读（杂志、绘本

等）、表演观赏类（声乐、乐器、儿童剧、嘉年华等）。

孩子偏好活动的时间和游戏类型与他们的年龄有一

定关系。为了让孩子们在课余时间更多地走向室外，

创建更有趣、更有吸引力的儿童活动空间的必要性

和紧迫性进一步突显。

社区日常公共空间活动中的公共参与是儿童

归属感、自尊感和自我实现需求获得满足的重要途 

径[14]。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区活动的儿童参与度

较低，59.38%的家长表示孩子没有参加过社区活动。

参加过的社区活动中，按照频率高低排序依次是户

外活动（户外摄影、羽毛球、篮球、游泳等）、公益活

动（手语课堂、义卖会、探访敬老院等）、免费体验

（试吃、造型、做菜、种花等）。家长希望孩子可以参

与社区举办的公益活动（占比70.09%）、户外活动（占

比76.79%）、旅游活动（占比60.27%）、免费体验活

动（占比57.59%）和闲置交换活动（占比53.13%）。

五、温州儿童友好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议

1.强化“童”宣传，营造“童”氛围

（1）强化主题宣传。紧扣儿童心理健康、未成年

人保护、普法教育、牙齿护理等主题，在重要节庆

（如“3·27”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六一儿童节、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等）、重大赛事（各级官方U7、

U11、U13足球联赛、少年儿童体操锦标赛、青少年

五人制篮球等）、重大主题教育日（“4·15”国家安全

教育日、“6·26”国际禁毒日、“12·4”国家法制宣传

日等）大力开展儿童安全、权益保护等主题的宣传教

育活动。

（2）“线上线下”同步宣传。通过短视频、电视

和微信等媒体大力宣传推广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相

关内容；在交通枢纽（高铁站、机场）、公交车、道路

主干道加大对儿童友好城市核心理念的宣传。

（3）强化社会面宣传。一是下农村。针对留守妇

女、残疾儿童、特困儿童、孤儿、留守儿童等重点对

象，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孤困儿童权利义务、防溺

水、个人卫生保持等知识宣传；每逢重要节庆（春节、

元宵、端午、中秋），在文化礼堂或村民广场举办相

关知识问答活动，播放公益电影前，播放关于儿童权

益保护的宣传片、科普视频。二是进社区。选派志愿

者担任儿童友好宣传员，普及相关知识；在小区户

外电子屏、宣传栏等投放儿童相关活动通知、儿童设

施使用注意事项等，在社区微信群发布儿童保护方

面的文章和视频等。三是入学校。开展“我心中的儿

童友好城市”“我与城市共成长”手抄报、征文、黑

板报等系列比赛活动；司法、公安部门可通过现场

宣讲、情景模拟等形式将安全教育内容（防拐卖、防

诈骗、防侵害、防欺凌）生动直观地演绎出来；通过

课堂班会、主题活动等形式，使安全知识（出行安全、

陈丹丹：温州儿童友好城市高质量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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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生理安全、电梯安全、消防安全灯）深入

学生心中。四是走企业。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进展以

宣传单方式发放给企业职工；通过妇联、企业工会

等组织面向单位职工开设讲座、研讨会，内容涵盖亲

子教育、家教普法、儿童健康等。

2.关照“童”高度，优化“童”环境

（1）完善硬件设施。出行方面，在学校周边区域

开设勤学公交专线，增设儿童友好爱心斑马线、重点

路引与标识及户外家长等候区或校车待停区，守护

儿童上下学安全。休闲方面，在公园、商业中心、游

乐园等公共场所增设母婴室、儿童座椅、儿童踏板、

公厕儿童坑位和儿童洗手池等设施。就医方面，在医

院增设儿童娱乐设施、婴儿车双向坡道、户外等候观

察区，缓解家长和儿童就医困难和焦虑。

（2）丰富“软件”配置。一是完善儿童友好资

源。由妇联牵头建设社区妇儿之家、阅读空间、家

长学校，让儿童在家门口享受友好资源。二是丰富

儿童友好内容。将地方学术、名人文化、特色民俗文

化等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科学文化等纳入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发挥城市书房、青少年活动中心、

图书馆、新时代社会文明实践中心等基地作用，举

办“科技周”“科技节”“科技夏令营”等，开展“海

洋研学”“传统中国木艺”等实践教育和科技研学活

动。三是构筑儿童服务咨询体系。加强经费、人员、

管理、安全保障，通过联合高校教师、医院医生、心

理专家等建设“心理咨询联盟”，在“浙里办”上线

“温暖心服务”，提供线上心理课程学习、心理健康

咨询、儿童照护和托育指导等服务；提供“妇女儿童

维权”“反家暴”等维权咨询服务。

3.聆听“童”声音，重视“童”参与

（1）设计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社区活动。一是

谋划丰富的亲子活动。社区和学校可开展亲子共读、

亲子运动会、亲子烘焙会、亲子游园会等，提升亲子

关系。二是设计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医院

和街道可组织儿保医师、儿童治疗师、健康管理师等

专业人士，为家长开展婴幼儿母乳喂养、儿童睡眠习

惯培养等讲座和专家义诊活动，传授正确的育儿观

念和幸福生活观念，为家庭提供心理支持。三是开展

主题鲜明的活动。环保部门可组织垃圾分类主题实

践，医院急救中心可开展紧急自救实践，公安部门可

宣讲扫黄打非、禁毒、防诈骗等安全知识，农场牧场

可开设户外农事劳动种植体验课，非遗机构可组织

书画培训、米塑、剪纸、糖画等题材的非遗体验，少

年宫可打造绘画、音乐、体育等公益课堂。

（2）充分调动儿童和家长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

性。一是增强活动主题的吸引力。围绕家长关心的问

题（幼儿入园、择校、科学育儿、代际沟通等），邀请

专业人员进行讲座和咨询会活动，解决实际问题。二

是增强活动内容和形式的丰富性。活动应满足儿童

社交需求混龄设计，采用演示、动手体验、合作、竞

争等多种形式，提高儿童参与度。三是提早全方位开

展活动宣传。通过各种渠道提前告知儿童和家长活

动的具体内容和注意事项等，做好参加活动的各方

面准备。

（3）营造“尊重儿童”文化氛围，做到真正“儿

童友好”。一是倾听儿童声音。成立社区儿童观察团

和儿童议事会，为不同年龄儿童提供平等、适当的

表达机会，多形式邀请儿童表达社区活动建设意愿，

让儿童被倾听、被尊重、被接纳。二是利用活动赋权

儿童。在社区活动时，将签到、计时、发放物资这些

简单的任务交由儿童志愿者来做。三是让儿童参与

社区治理。社区可开展“今天我治理”活动，对社区

居民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进行劝导，通

过儿童带动家庭影响社区，共同营造文明良好的社

区行为氛围。

“儿童友好城市”是当前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

更是我国和温州市“十四五”规划的重要部署。当前

儿童友好城市的宣传尚有空间，对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的及时宣传和强化可以增进儿童和家长对所处环

境和自我需求的了解。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强化应

以提升儿童参与感和获得感为建设目标，既要充分

听取家长需求，也可以让儿童以适当、科学的方式参

与到前期评估、改造设计、后期运营维护等各环节，

与家长和儿童一起建立良好议事氛围与信任关系，

以便后续建设的高效开展，最终赋能儿童友好城市

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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