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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是城市的使用者，也是城市未来的主人，城市建设中注重儿童参与是尊重儿童权利的关键因素，不

仅对儿童的身体发育、心理健康、情感认知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还使得城市更加具备包容性、公平性和友好性，

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 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及中国知网（CNKI）文献数据库等为依据，

采用研究整合法，对国内外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领域的发展历程、国际倡议与地方政策、理论研究和代表性实

践项目等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并从顶层架构、组织机制、实践模式 3 方面提出适合中国的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

的发展策略，为规划和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关键词：风景园林；儿童友好城市；城市规划与设计；儿童的参与权；参与机制

Abstract: Children are the users and future masters of cities. They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which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children’s physical development, mental health, and 

emotional cognition. It also makes urban space more inclusive, fair and sustainable. Based on the WoS and 

CNKI, adopting research integration method, systematic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search of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design at home and abroad, covering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representative practical projects, involving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on methods, evaluation and 

other content. It also propose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itable for children's participatory design in China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system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localization practices,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hild-friendly citi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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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5 年联合国数据统计，中国约有

2.71 亿儿童①，占总人口数的 19.7%，其中城镇

儿童人口从 2000 年的 31.1% 增加到 2015 年的

49.1%[1]。但是，对儿童的关注度不足、忽视儿

童的权利和需求，导致儿童活动空间被严重压

缩，甚至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自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颁布以

来，儿童权利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开

始聆听儿童的声音，与儿童建立平等的伙伴关

系，让儿童有机会参与讨论和决策涉及自身利

益的事务。

2021 年，我国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中提出设置“儿童与环境”版

块，以建设更加有利于儿童全面发展的美好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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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为宗旨，明确指出在环境建设中要全方位

落实儿童优先原则，同时保障儿童参与的权

利，并且提出具体的措施。此外，《关于推进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2021 年）明

确从国家层面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对营

造友好的儿童参与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儿

童友好城市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实现广泛的

儿童参与，儿童能否参与是反映儿童能否平

等地拥有、使用和创造城市空间的一种“城

市权利”[2]。

1  国内外研究概况
本研究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CNKI）和

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时间跨度为

1990—2020 年，限定主题词为儿童（children）、

参与式设计（participatory design）、空间（space）

及相近类别主题词，如城市、绿地、公园

等，共检索到有效中文文献 98 篇，英文文献 

400 余篇，分布于参与式设计方法、实践模式

与流程、参与程度、角色分析、新技术应用

等领域。

国 外 研 究 起 步 于 20 世 纪 50 年 代， 在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发布后，发文量在波

动中呈增长态势，并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5 年

出现显著增长（图 1），主要集中于美国、德

国、丹麦、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研究方

法多为“参与式行动研究法”等实证方法。

“健康”“城市设计”“设计与规划教育”“可

持续发展”“儿童友好”等是高频关键词， 

反映了儿童参与式设计这一议题跨学科、多

元主体的特征。就研究内容而言，关于参与

程度的研究出现较早，“参与阶梯”概念的提

出引发了大量讨论与实践，也促进了对参与

方法和实践模式的研究。随着政府、高校、

规划设计专家及相关教育从业者的介入，研

究不同合作模式下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的组

织模式成为热点。近年来，对于参与流程、

参与方法和组织模式的研究相对完善，研究

重点逐步转化为优化评估及长效机制的建立。

2010 年“儿童友好城市”概念引入中国

后，国内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明显增加。研究

主要集中于国外案例、参与方法、实践介绍

等内容，而对儿童特征与儿童能力的基础研

究、政策制定、实践组织模式、评估反馈优

化等都有待进行深入探讨。

2  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的发展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有学者开始认识到公众

参与的意义，从事儿童相关工作的英国学者

艾伦（Allen）在英国战后的城市重建中提出了

“冒险游戏场”（adventure playgrounds）② 的概 

念，并提出游戏场的建设应该在儿童的参与

下进行，以促进社区更加民主化。1946 年，

英国规划师马克斯·洛克（Max Lock）在米德

尔斯堡改造规划中，提出儿童和居民的参与将

有助于规划成果的采纳，且能够满足公民的个

人和社会需求，并满足人们对尊严和自由的深

刻渴望 [3]。“冒险游乐场”的研究，在解决城

市问题和促进儿童权利实现上是一种积极的探

索，是儿童参与城市规划设计的早期尝试。由

于对儿童权利的认识尚不全面，学者并未关注

到儿童作为独立个体参与城市建设的重要性，

70 年代以前儿童实际参与的项目非常少。

2.1  20 世纪 70—90 年代：关注儿童的生

活环境，推动儿童参与城市建设

随着对儿童权利认识的逐渐加深，学者

意识到儿童群体在城市中长期被忽视，开始

从儿童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社会学等视角

研究城市对儿童的影响，关注儿童在城市中

的行为、儿童对城市环境的感知等 [4]，1971—

1975 年，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城市设计师

的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阿根廷、澳大

利亚、墨西哥和波兰等国开展“在城市中成

长”（Growing Up in Cities）项目③，从儿童的

视角了解城市化的进程和效果 [5]，这些项目促

进了影响儿童行为的城市环境特征的相关研

究 [6]，成为推动儿童参与式城市建设的重要 

支撑。

198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将儿

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参与权及受保护权等

合法化，其中第 12、13 条④明确表明儿童的权

利应得到倾听和尊重，使儿童权利成为儿童

参与的代名词 [7]。此后不少学者从儿童权利的

视角推动儿童参与到城市设计和社区发展的

项目中 [8]，例如罗杰·哈特（Roger Hart）等于

1992 年提出将儿童（场所未来的使用者）参与

纳入规划过程的议题 [9]。芬兰、英国、美国等

开始制定让儿童参与到城市建设中的政策并

开展实践。《芬兰土地使用和建筑法》表明儿

童可以被视为“官方”参与者，如“赫尔辛

基青年之声”[10]。英国和美国提出协同设计

原则，如美国加州的华盛顿公园设计项目为

儿童和成人提供参与的机会，将儿童与成人

的观点结合起来；在英国公立学校中，校长

注重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结合“实地研究”

的传统，促成儿童参与式设计项目的实施 [11]。

2.2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儿童友

好城市”建设推动儿童的广泛参与

《儿童权利公约》为儿童参与式城市建设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政策上的保障 [12]。20 世

纪 90 年代以后，诸多与城市发展相关的政策

都说明了儿童参与社区和城市建设的必要性

（表 1），开始将儿童的参与作为指导实践的核

心原则。1996 年，联合国《儿童友好城市倡议》

正式提出在城市的规划设计中引入儿童参与

的环节，儿童参与权得到重视。

2.2.1 重启“在城市中成长”实践项目

1994 年，挪威儿童研究中心（Norwegian 

Centre for Child Research）、国际儿童观察组织

（Childwatch International）以及路易丝·查瓦

（Louise Chawla）重新启动了凯文·林奇曾开展

的“在城市中成长”的城市发展项目，学者、

规划设计师在 8 个国家共同研究儿童如何评

价城市环境，并指导儿童参与到社区规划中，

一同开发城市规划模型 [13]，为儿童提供真正

1 国外文献发文量趋势
Trends in the number of documents publishe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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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城市和社区规划的机会⑤。该项目规定了

4 个不同的参与程度：1）由儿童设计和实施；

2）成年人和儿童共同协作；3）由成年人组

织，儿童充分参与；4）成年人根据儿童的需

求组织 [14]，通过焦点小组、视频访谈、拍照、

场地漫步、照片栅格和社区调查等方法 [5]，让

儿童表达对城市基础服务的想法，包括城市

环境、娱乐场所、绿地、活动和聚集空间等

方面。负责人卡伦·马龙（Karen Malone）明

确提出，参与的方式能使儿童对社区进行更

深入的研究，该项目让学者意识到儿童参与

的意义不只是形式的改变，而是对儿童自身

和城市的安全、可持续发展具有真实的益处。

2.2.2 实践儿童友好城市项目

1996 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居住大会提

出的儿童友好城市，是指致力于实现《儿童权

利公约》规定的儿童权利的城市、城镇、社

区或任何地方政府体系，在这些城市或社区

中，儿童的心声、需求和权利是当地制定公共

政策、程序，进行决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5]。

同时将有意义、包容的儿童参与作为儿童友

好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的认可标准之一 [16]，

这为儿童参与城市和社区发展提供了政策指

导，部分国家将儿童的参与权制度化，通过

地方政府、社区和民间社会机构之间相互合

作来支持儿童权利的落实 [17]。儿童的参与被

认为是营造友好的社会和城市环境的关键手

段和核心内容（图 2）。

意大利是最早响应儿童友好城市倡议的

国家，建筑师协会、国家规划协会与环境部

签署了全国性的活动协议，包括赞助项目设

计竞赛、培训等，鼓励儿童参与到城市建设

之中。恩波利市政府让儿童参与城市总体规划

的修订：增加了儿童步行区和绿道；部分街

道被改造成了儿童友好型的庭院式街道；保

留农舍以作为城市农场和环境教育中心等 [18]，

充分满足了儿童的意愿和需求，城市也因此

更加和谐和友好。

“在城市中成长”和“儿童友好城市”项

目使儿童的参与方式更为清晰，成为规划设

计领域研究的一部分 [19]，在该阶段，儿童直

接参与的实践项目逐渐增多，参与的“方法

与工具”相关的研究日益完善，关于儿童参

表 1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城市建设中涉及儿童参与权的国际公约 [5, 12]

Tab. 1  International policies and conventions about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since the 1990s[5, 12]

会议 公约 年份 核心关注点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地球首脑会议）
《21 世纪议程》 1992

提出让儿童参与到环境发展的决策和执行工作中 [5]，扩

大儿童在其生活环境等领域的参与权

联合国第二次人类居住大会

（城市首脑会议）
《人居议程》 1996

首次承认儿童是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关键利益相关者群

体。明确指出确保儿童的生活条件，利用他们对环境的

洞察力、创造力和思想，需要特别注意完善城市、城镇

和社区建设的参与性程序 [12]

第六届世界大城市首脑会议 《北京宣言》 2000 强调了妇女及儿童的权利以及城市未来将面临的挑战

与的真实性、参与式设计的内容、项目的组

织模式等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

2.2.3 广泛开展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的理论研究

学者们多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法”总

结实践经验并提出理论。如戴维·德里斯凯

尔（David Driskell）在《与儿童和青少年共创

美好的城市》（Creating Better Cities with Children 

and Youth） [20] 一书中通过总结“在城市中成

长”项目的经验，提出引导儿童参与分析、

解决问题以及进行设计、展示的方法，具有

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莉莎·霍瑞利（Liisa 

Horelli）认为，研究儿童参与的过程需要结合

规范性和解释性理论，并提出包括参与行动、

个人体验、反思性观察和概念化总结 4 个维

度的参与过程，从分析、表达、情境、概

念、组织、政治 6 个方面对参与方法进行分 

2 儿童友好城市的目标和认可标准 [16]

The goals and recognition standards of child-friendly cities[16]

表 2  莉莎·霍瑞利提出的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的方法 [12]

Tab. 2  Methods of children’s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proposed by Liisa Horelli[12]

分类 说明

分析方法 评估个人、环境和情境工具，可以深入了解儿童及其需求

表达方法 鼓励参与者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想法，将个体参与者从传统设计的经验约束中解放出来

情境方法 营造一种更易于参与者接受的情景来缓和冲突，并传达不同立场的新思想

概念方法 运用模型或开展活动来帮助参与者学习抽象思维

组织方法 支持实现项目目标的组织方法

政治方法 参与者可以通过影响项目的目标，决策的方式来引起关注，在规划设计领域中较少用到

2

儿童友好城市

以保障儿童权利为核心

儿童受到重视
尊重和平等对待

儿童有权
表达意见

儿童有权
享受基本服务

制定
城市战略规划

在政策和行动上
不歧视儿童

五
大
目
标
领
域

三
大
认
可
标
准

儿童友好的
城市环境

有意义的、包容的
儿童参与

为儿童进行
规划设计

协调、整合

要求、保障

儿童能力提升

各部门、组织
联合

让儿童参与
设计过程

真实有效的
参与程度

履行行动方案

分析儿童相关的数
据指标

参与成果
得到考虑

儿童有权
在安全的环境

下成长

儿童有权
与家人一起享受游

戏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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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儿童参与城市建设的代表项目 [26-28]

Tab. 4  Cases of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ublic place planning and design[26-28]

国家 年份 项目内容 组织机构 参与人员 儿童年龄 参与情况

美国
2009 年

至今

“在博尔德成长”项

目：让儿童参与制定

住房战略、进行开放

空间与公园设计以及

交通规划等 [26]

博尔德市政府、

青年与环境

（CYE）中心

博 尔 德 谷 学 区

（儿童公立学校）、

科罗拉多大学以

及其他组织

8~16 岁

涉及社区规划，住房策略；

参与博尔德市开放空间和

山地公园（OSMP）部门的

规划过程；提供设计改造

建议以及游览体验建议等

新西兰 2014 年

从早期由成人主导的

研 究“城 市 中 的 孩

子”（2010—2014 年）

发展而来 , 小学生参

与研究、并参与城市

广场改造设计 [27]

奥克兰市政府
奥克兰市规划设

计部门人员
7~13 岁

儿童研究城市发展议题、

参与改造城市广场，符合

希尔提出的给儿童参与的

机会，儿童参与得到了适

当的支持，儿童的想法得

到考虑

丹麦
2015—

2020 年

“激 活 社 区” 项 目：

儿童参与公共绿地中

游戏场景的设计和构

建 [28]

政府、高校

哥本哈根大学、

丹麦皇家美术学

院和南丹麦大学

10~12 岁

研究人员、设计师与当地

儿童合作开发并建造了半

临时性的城市设施，儿童

参与构思、设计开发、实

际构建等环节

08 儿童主导，与成
人分享决策权

具
有
参
与
性

不
具
有
参
与
性

07 儿童主导，发起
倡议

06 成人主导，与儿
童分享决策权

04 儿童知情，被分
配任务 

02 儿童作为“点缀”

05 儿童知情，被询
问意见 

03 形式化的参与

01 儿童被操纵

参与的级别 开端 机会 义务

儿童分享制
定决策的权
利和责任

5

4

3

2

1

儿童参与到
决策制定的
过程

儿童的观点
得到考虑

支持儿童表
达观点

儿童的意见
得到倾听

准备好
将部分成人的权
利分享给儿童吗

准备好
让儿童加入决策
制定的过程吗

准备好决策制定
时考虑儿童的观

点吗

准备好支持儿童
表达观点吗

准备好听取儿童
的意见了吗

有流程
让儿童和成人分
享决策的权利吗

有流程
让儿童加入决策
制定的过程吗

如果认可联合国儿童友好公约，
参与至少要达到这个程度

决策制定的过程
能使儿童的观点
得到考虑吗

有帮助儿童表达
观点的活动吗

工作中有听取儿
童意见的机会吗

有政策要求
让儿童和成人分
享决策的权利吗

有政策要求
儿童必须参与决
策制定的过程吗

有政策要求决策
制定时必须重视
儿童的观点吗

有政策要求儿童
表达观点必须得

到支持吗

有政策要求必须
听取儿童的意 

见吗
开始

3 罗杰·哈特提出的儿童参与阶梯 [9]

Roger Hart’s Ladders of Child 

Participation[9]

表 3  儿童参与程度的重要模型 [9, 22-24]

Tab. 3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model[9, 22-24]

作者 年份 主要内容 改进及意义 参考文献

罗杰·哈特

（Roger Hart）
1992

明确划分了儿童参与和不参与的级

别，提出儿童真正参与的 5 种形式

首次提出适用于儿童参与的模型，成为评

价儿童参与、促进儿童参与的理论指导
[9]

菲尔·特雷斯德

（Phil Treseder）
1997

去除哈特提出的模型中虚假参与的部

分，并将模型由阶梯式改为环绕式
提出参与程度没有等级差异 [22]

哈里·希尔

（Harry Shier）
2002

提出了五级、三阶段的参与模型，每

一级别都对应三阶段的“实现途径”，

即开端、机会和义务

提出 3 个步骤指导实践以提高儿童的参与

程度，相比之前的模型具有更强的实践指

导意义

[23]

休·马修斯

（Hugh Matthews）
2003

提 出“对 话、 发 展、 参 与、 融 合” 

4 层递进的社区参与行动模型

根据儿童参与社区的实践经验得出，对儿

童参与规划设计更具有参考意义
[24]

4 哈里·希尔的儿童参与模型 [23]

Harry Shier’s model of child participation[23]

类 [12]（表 2）。罗杰·哈特提出适用于儿童参

与的模型和方法，在参与过程中注重教育、

民主、思维发散、建模和协商讨论过程 [21]。

哈特等对儿童的参与程度进行深入研究，在

雪莉·阿恩斯坦（Sherry R. Arnstein）的成人参

与模型基础上提出阶梯式的儿童参与程度模

型 [8]（图 3、4），此后学者们进一步优化模型，

明确细分了儿童的参与步骤和程度，使得参

与程度模型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22-24]（表 3）。

有关儿童的参与程度和有效性的研究，

为促进儿童参与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但

由于儿童个体能力和参与意愿、社会文化背

景以及具体项目的差异性，难以用统一的标

准来评估儿童的参与程度，还需要基于实践

进行论证。

2.3  21 世纪至今：多方协同推动儿童参与

式规划设计的实践

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通过邀请使用者、

组织者和设计者等参与主体相互协同，营造出

真正满足儿童使用需求的活动场地 [25]。各国

政府、专家学者、学校、规划设计师、非营利

组织等都积极地组织儿童参与到城市建设项

目中，包括城市居住用地、公共空间、校园、

街道等不同类型的场地，让儿童充分表达观

点，激活或改造现有城市公共空间（表 4）。

大量儿童参与城市建设的实践项目推

动了学者对参与方法、组织模式、评估反馈

等方面的深入研究。马克·弗朗西斯（Mark 

Francis）等将儿童参与分为“理想化、倡议、

需求、学习、权利、制度化、积极推进”7 个

阶段，并提出未来儿童参与将更加常态化的

观点 [29]。在参与的方法方面，诺尔莱·亚涅

斯（Knowles Yanez）提出学术、实践、教育和

基于权利这 4 种主题的参与方法及其适用情

况 [30]，维多利亚·德尔（Victoria Derr）对儿

童的参与方法进行全面总结，针对社区背景

调查、艺术方法、访谈方法、进入城市调研

和开展工作坊 5 类提出可选择的参与方法 [31]。

此外，克莱尔·弗里曼（Claire Freeman）等探

究适用不同年龄儿童的参与方法，例如为学

龄前儿童开发的一种基于形状和色块的城市

映射方法，可以作为设计者与学龄前儿童开

展设计的有效方法 [32]，5 岁以下儿童可以通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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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绘画来进行一定的空间操作 [33]，或通过地

图和模型来理解城市布局、抽象的纯几何图 

像 [34] 等；年龄较大的儿童（例如小学生）可

以通过绘制 2 种常见的地图，即上学旅程的

地图和邻域地图 [35]，来理解城市规划设计。

此外，在互联网背景下，学者通过探索交互

式信息通信，利用数字平台创新性地实现儿

童参与 [36]，已成为新的研究方向。

在参与模式方面，2006 年莉莎·霍瑞利

提出基于学习的网络模型，通过合作学习和

能力建设，为儿童提供更多参与到城市规划

设计中的机会 [10]。2017 年玛拉·明策（Mara 

Mintzer）总结了近 10 年来“在博尔德市成

长”项目的成功经验，提出了有借鉴意义的

“ GUB 模型”，包括“让儿童成为专家—提

高儿童的能力—整合与分享”三大阶段。第

一阶段—让儿童成为专家：设立由市政部

门、儿童和青少年服务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

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分别协调高校内

部学术研究和外部社区运营的问题。第二阶

段—提高儿童的能力：由高校大学生负责

对儿童进行风景园林、建筑和规划知识的科

普与教学。第三阶段—整合与分享：与儿

童共同完成城市设计与成果汇报展示。这种多

层联盟的建立有助于保障儿童的有效参与，为

儿童参与城市规划和设计提供了一种模式 [37]。

另外，德国学者提出基于建筑环境教育的儿

童参与式规划设计模式 [38]，由非营利组织、

学校、市政府、大学等不同组织合作开展建

筑环境教育，进而让儿童参与城市规划和设

计工作坊，参与场地调查等环节，提出想法

和设计以及与公众沟通。同时，行业内开始

积极探索开展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的长效机

制，通过整合各个部门和资源，从根本上保

障儿童参与城市事务的权利。

3  研究总结与展望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中

明确指出要尊重和保障儿童参与和表达的权

利，涉及儿童参与的法规政策制定、实施和

评估以及重大事项决策，要听取儿童的意见。

卡伦·马龙指出，全球性的倡议为政策制定

提供了一个框架，而将它们付诸实施是对地

方政府的考验 [39]，目前，我国城市建设中的

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仍处于探索阶段，受传

统的社会、学校、家庭教育理念的影响，公

民的儿童权利意识薄弱，儿童在社会交往和

公共事务等议题中长期缺位 [40]，儿童参与式

城市建设存在依靠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力量

不足、缺乏专门的议事平台等问题。本研究

以顶层制度构建和专业化运营为核心，提出

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的组织框架（图 5）。

未来，城市空间的工作重点不再是传统

的形式创造，而是制定社会关系与空间形式

相适应的解决方案 [41]。我国的城市建设中，

应建立以政府、社区、儿童、学校、家庭、

设计者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儿童参与机制，

突破原有的城市规划设计模式的限制，将儿

童参与纳入城市建设发展战略中，在规划与

设计过程中采纳儿童的意见，扩展儿童的参

与机会，确保参与渠道的畅通，培养儿童主

动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强调了对儿童群体研究的重要性；从儿童友好

城市规划与设计角度提出全尺度建设，构建

儿童友好的街区 – 社区 – 城市的系统化网络；

强调建立儿童全过程参与城市规划的长效机

制，营造友好的参与环境。另外，还需要深

入研究儿童参与能力、参与意愿等议题，建

立儿童可参与的城市空间尺度及内容的基础

框架，由对应层级的主导单位负责牵头并开

展实践。同时，注重拓展多样有效的儿童参

与途径，统筹赋能和参与两大重要内容，切

实提升儿童的参与程度，实现社会资源的高

效利用。儿童参与过程中，赋能和参与是两大

重要内容，需要统筹兼顾。以学校或社区为基

地，开展长期的城市规划设计类科普课程，并

配以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和营建类实践活

动，确保儿童参与城市建设的可持续性。

注释 (Notes)：
①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定义，儿童是指 0~17 周
岁的人口。
② 冒险游戏场：最初由丹麦学者卡尔·西奥多·索伦
森（Carl Theodor Sørensen）提出，在哥本哈根郊外让
儿童利用废弃材料搭建了艾姆德鲁普游戏场（Emdrup 

Skrammellegepladsen），是由儿童自己设计、建造属于他
们自己的世界。以“自己对自己的玩耍负责，自由地玩耍”
为宗旨，“居民自治”“民政合作”和“游戏领导人”是
冒险游戏场的三大运营特色。
③ 20世纪 70年代初，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环境”
计划的一部分，在著名城市规划师凯文·林奇的协调下开展，
阿根廷、澳大利亚、墨西哥和波兰 4 国参与，主要关注儿童
对城市环境的感知以及城市环境对儿童行为、心理的影响。
④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 12 条：缔约国应确保有主
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
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予适
当的看待。第 13 条：儿童应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此项
权利应包括通过口头、书面或印刷、艺术形式或儿童所选
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
自由，而不论国界。
⑤“在城市中成长”项目涉及 8 个城市：阿根廷布宜诺斯
艾利斯、澳大利亚墨尔本、英国北安普敦、印度班加罗尔、

5 儿童参与式规划设计的组织框架
The framework for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onstruction

5

项目组织结构

语言能力

思维能力

建筑能力

互动能力

参与主体
不同性别、年龄段儿童

儿童的参与能力 儿童的参与程度

项目尺度

街区尺度 社区尺度 场所尺度

没有参与

咨询式参与

协作式参与

主导式参与

城市尺度

组织结构

学校 专家学者 社区NGO机构政府

愿景 战略 执行

实地建造
持续维护

公众沟通
成果汇报

参与设计
综合想法

项目准备
儿童赋能

项目前评估 流程评估 项目后评估

影响评估成果评估

目标完成
情况评估

参与意愿和参与
能力评估

参与情况
评估

参与阶段/流程

项目评估监测
（定性 /定量）

评估
参与收获

评估
社会影响

过程友好
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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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特隆赫姆、波兰华沙、南非约翰内斯堡、美国的加利
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场地包含居住区、棚户区、郊区、游
戏区等多种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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