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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面向儿童群体的公共设施设计策略。方法 儿童群体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行为和心

理需要得到社会和家庭的重视和科学引导。针对这样一个群体，公共设施领域也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尝

试与完善，不少设计者开始在设计原则和表现形式上进行相互交流和探讨。从儿童公共设施入手，以实

际情况为主要论点，分析不足，找到原因，应从受众对象出发，结合儿童的身心特点进行多方面的设计

尝试，给出了几个方面的意见，包括基础的感官层面的照应、尺度的合宜以及更高层面的情感关照，并

列出了具体的设计思路。结论 从儿童的生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出发，对其所使用的公共设施进行针对性

设计，能够为儿童营造友好的成长环境，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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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Explora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MENG Rui-fang 
(Suzhou Art&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Jiangsu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strategy of public facilities for children. Children group is a spe-

cial group, whose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need to be taken seriously and scientifically guided by society and families. 

Aiming at such a group, some targeted attempts and impro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field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many designers have begun to communicate and discuss with each other in the design principles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From children's public facilities,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s the main argument and analysis, the research finds the reason 

and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departure from the audience object,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body 

and mind to try a variety of design, and gives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basic sensory aspects of care, proper scale, and 

higher levels of emotional care, lists the specific design ideas. Proceeding from children's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 patterns, targeted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used by children can create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s 

growth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progress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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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民日益增多，人

们的生活要求越来越高，且这种要求不仅限于居住的

房屋和饮食的健康，还包括对整个城市环境以及配套

设施的更高要求。公共设施就是这样的一种配套设

施，它存在于城市的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休闲活动

的承载者，完善的公共设施还能够起到美化环境、提

供帮助和陶冶情操的作用，因此在当前的城市建设

中，公共设施成了重要的设施配置[1]。儿童群体比较

特殊，他们对公共设施有着不亚于成人的现实需求，

甚至是高于成人的现实需求，所以不容忽视。他们在

成长中的认知过程需要被重视和尊重，而“玩”正是儿

童成长规律中的重要环节，所以在公共设施中增添关

照儿童的相关设施，在各个层面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形

成关照，促进其成长，这也是体现城市进步的一大方

面[2]。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公共空间，专门为儿童群

体打造的，甚至照顾到儿童群体的公共设施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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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无论是形式还是功能都不尽完美，真正适合儿童的

设施有待进一步设计开发和投入。想要达到理想的状

态，设计师还需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具体的配置、环境

和功能等细节进行逐一论证和尝试，然后以更加科学

的理论为支撑，为这样一类设施的后期完善提供帮助。 

1  儿童公共设施发展现状分析 

在一座城市中，生活在其中的人囊括各个年龄

层，他们的生活和娱乐休闲各有特色，表现出独特的

个性化特征，同时因为生活环境的影响又存在一定的

共性特点[3]。面向城市人群的公共设施必须以此为基

础，为不同的群体提供不同的服务。其中，面向儿童

群体的公共设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出来[4]。虽然有

的公共设施开始关照儿童，但缺陷也较为明显，难以

吸引儿童的参与积极性，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1  整体配置不完善 

儿童公共设施需要为儿童提供多样趣味的活动

机会，以此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5]。但是，从现实来

看，很多公共空间并没有专门针对儿童的公共设施，

这就导致部分居民只能选择带着孩子到更远的公共

空间进行休闲娱乐。有的虽然考虑到这一点，也开始

进行一定的改进，但设施的尺寸和功能等仍难以令人

满意，更多的是一些秋千、滑梯等设施，整体的配置

缺乏创意和创新，有待整体提高。 

1.2  与大环境不相适应 

儿童公共设施对公共空间有一定的要求，需要给

儿童群体创造一定的娱乐空间，但这一点在整体的环

境影响下仍显得不够合理。比如，仅有一个小滑梯，

或者几个秋千，整体的形式十分单一[6]。更有甚者，

面向儿童的公共设施还设置在道路旁，给儿童的使用

带来了安全隐患。凡此种种，都说明人、物、环境存

在不和谐之处，需要认真对待和考虑。 

1.3  造型和功能有待改进 

在造型上多一点美观，在功能上多一点丰富，是

公共设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助力，也是体现

一座城市精神面貌和人文关怀的一大亮点。但是，纵

观当前的众多公共设施类型，尤其是儿童公共设施类

型，大多存在着千篇一律、造型单一的现实弊端。加

上儿童群体十分特殊，若一味讲究大一统的设计思

路，势必会降低儿童公共设施的设计效果和使用价

值，未免得不偿失。 

2  基于儿童群体的公共设施设计策略 

从儿童群体的实际需求出发，公共设施的设计应

以安全为首要条件，从易用性、双向互动性层面出发，

真正深入儿童的需求中去，了解儿童的环境需求、行

为需求和心理需求，然后以此为依据大胆打破传统的

单向模式，让设施拥有更多互动的可能，引导儿童进

行双向互动[7]。只有做到了以人为本，真正从儿童的

视角出发，才能让这些公共设施充分发挥自身的作

用，给城市的公共空间增添亮点和色彩。 

2.1  丰富的感官设计 

儿童群体普遍对各种生活中的细节充满好奇，有

着不容忽视的探索精神，所以针对这一群体的公共设

施设计可以从儿童的这一需求实际出发，从开始就抓

住儿童的视线，然后从视觉开始逐步进入听觉、触觉

等感官层面，从而实现最初的设计目的，达到理想的

设计效果。对视觉的关照体现在公共设施中，主要表

现为造型巧妙、新奇且富有变化[8]。设计师所要做的

是基于此追求，以及眼睛对光线处理的经验，进行造

型的创新设计，同时配合色彩的不同营造，创造出变

化丰富的造型，以便在第一时间影响儿童的情感，带

给他们不同的心理感受，从而牢牢地吸引儿童的视

线。对听觉的关照主要体现在各种声音的模拟上。设

计师可以在公共设施设计中融入听觉元素，对儿童喜

爱的鸟鸣声、竹林的沙沙声等进行模拟应用，让儿童

在使用这些公共设施时能够获得一种立体的感受，促

进其行为的发展[9]。对触觉的关照体现在公共设施的

材质、肌理等方面。设计师所要面对的设计对象是儿

童，所以在设计过程中应考虑让儿童更加乐于参与进

来，充分发挥公共设施的实际作用。这时，选择儿童

喜欢的材质和特殊的质感为公共设施的触觉增添亮

点，能够让儿童在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助力下更加喜

爱这些公共设施。当然，公共设施的感官设计还包含

其他方面，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只要真正从儿童的实

际需求出发，哪怕是从最浅层、最基本的感官层面出

发，为儿童着想，就可能取得成功，让公共设施不再是

冷冰冰的存在，而是拥有某种情感的良好沟通载体。 

2.2  适宜的尺度设计 

各个年龄段的儿童有着各自的特点，所以想要为

儿童群体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公共设施设计者就要

从适宜的角度深入思考，真正为儿童打造适宜不同年

龄需求的设施，甚至是无障碍的设施类型，以促进儿

童创造行为和交往行为的实现[10]。于是，基于儿童群

体的无障碍公共设施设计出现了，其旨在为儿童打造

一个能够平等参与的安全空间。事实上，我国曾经也

出现过公共设施伤及儿童的事件，所以无障碍的儿童

公共设施设计很有必要且十分迫切。设计师在这方面

的探索和尝试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安全方面的

无障碍设计是核心所在。在造成儿童意外事故的公共

设施中，旋转门等装置在设计上缺乏儿童视角，然而

活泼好动的儿童很多时候需要单独面对这样的装置，

因此，灵活设计尺寸和旋转的速度，或者配置紧急制

动按钮，都是儿童安全无障碍公共设施设计中必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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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重要因素[11]。在无障碍公共设施的落实方面，公

共设施如购物车、厕所、洗手台等的设计也应关照儿

童群体。在现实生活中，儿童总是因为身高等因素需

要借助成人的帮助才能更好地在公共场所使用厕所

和洗手台。对此，设计师可以多一层考虑，如设计儿

童购物车，以儿童的身高为前提，尊重儿童的使用需

求和审美诉求，让儿童购物车在高度、造型和功能上

都能够对儿童群体进行关照，从而激发儿童群体的参

与意识，促成良性的行为习惯。设计师还可以设计儿

童专用的洗手台，如将整个造型设计成阶梯状，以便

不同身高的儿童灵活使用。如此，便给了儿童群体独

立的活动空间，成功实现了无障碍公共设施的打造。 

2.3  突出的情感设计 

儿童群体对情感有着多方面的需求和要求，他们

渴望被关注和认可，渴望从现实中找到存在感[12]。这

一点体现在公共设施设计上就是一种情感的关照，那

些面向儿童群体的公共设施设计成为重中之重。虽

然，目前迪士尼乐园的游乐设施深受儿童喜爱，但这

些设施难以满足儿童随时随地、自由玩耍、灵活参与

的现实需求。从这一层面分析，儿童公共设施设计必

须有鲜明的情感基调，能够全方位地联动儿童参与，

并从中获得认知和发展，成为儿童情感发展的纽带。

总结儿童群体的日常活动范围，设计师可以在现有的

公共设施中进行一定的补充，设立专门面向儿童的设

施[13]。比如，在公共设施中增设儿童厕所、儿童椅等

设施，从现有公共设施出发，对儿童群体进行情感的

关联，建立能够更好地为儿童提供服务的公共设施类

型。此外，还可以关联相关的 APP，让儿童的行为和

习惯借助这一形式体现出来，进而在各个类型的公共

设施中都能够实现对儿童群体的情感关照，甚至可以

让儿童参与决策和设计，提出他们的意见，真正做到

为儿童的情感需求服务，为儿童的未来发展服务。 

3  结语 

儿童公共设施不仅关联着儿童的日常生活，还在

儿童的成长发展中意义重大，所以在公共设施设计领

域也越来越体现出了其重要性。只是现实中的不足与

缺点在很多方面影响着设计师的设计思路，也阻碍了

城市的人文发展，更给这座城市的希望——儿童群体

的健康成长带来了阻力。因此，设计师要以儿童的生

理和心理为出发点，对儿童的需求进行全面关照，强

化儿童与设施之间的交流互动，让这些设施更易于儿

童使用，从而促进良性社会交往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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