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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公园儿童友好度评价与设计策略综述

——基于国内实证研究的系统性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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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口袋公园作为城市小微绿色空间的重要类型，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中演关键角色。本文基于国内2010年至今的实

证研究，通过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系统梳理研究现状、方法体系与设计策略。剖析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旨在为后

续研究及实践提供参考，推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研究表明，国内相关研究在评价指标多元化、设计策略人本化方

面取得进展，但在评价体系标准化、设计创新深度与广度上仍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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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an important type of urban micro-green space, pocket park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friendly cit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methodological systems, and 

design strategies of pocket parks based on empirical studies from 2010 to the present in China, using 

bibliometric and content analysis.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e,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friendly ci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domestic research has made progress in diversifying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humanizing design strategies, bu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standardiz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design innovation.

Keywords  :  pocket park; children-friendliness; evaluation system; design strategy; empirical research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儿童是城市的未来，其成长环境的质量对身心健康与全面发

展至关重要。在城市建设中，为儿童提供安全、有趣、便捷的户

外活动空间是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核心任务之一。口袋公园以

其规模小、分布广、贴近居民生活的特点，成为儿童日常户外活

动的重要场所。自2010年以来，住建部等部门多次强调城市绿地

建设需考虑儿童需求，国内各大城市积极响应，开展口袋公园儿

童友好化建设实践，相关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梳理这些实证研

究成果，有助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优化口袋公园设计、提

升儿童友好度提供科学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以中国知网（CNKI）、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为主要数据库，检索关键词“口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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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儿童活动空间 +评价”“儿童友好度评价等，时

间跨度设定为2010年至今。经筛选，共获取有效实证研究文献

259篇，涵盖学术期刊论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报告等，

以此为基础进行系统性分析。将 2010 年至今的文献资料输入到 

CiteSpace 中，对相关参数进行调整，绘制聚类视图、时序图等，

以此来提取适合儿童的景观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三）口袋公园儿童友好度研究文献主题分析

利用 CiteSpace 时序图着重勾勒各簇间的关联见图1，单一簇

内文献的时间间隔，并给出模量值（Q）和 均值 Profile（S）作为

评价成图效果的标准 。通常认 为，Q>0.3 的聚类结构是明显的，

大于0.5 的聚类结构是比较合理的，而 S>0.7 的聚类结果是可信

的。图1 的 Q 值和 S值分别为 0.5934和 0.9276，表明此方法的聚

类效果是显著的和可信的 [1]。对集群标记的理解需要综合考虑内

部的文献，“#0 儿童友好”主要是从住区规划、规划分析以及活

动场地三个方面；“#1 评价体系”“#2 评价”与“#3 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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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评价指标，更新策略以及设计策略；“#4 城市公园”和

“#5 口袋公园”更偏重安全性和可供性；“#6 可步行性”、“#7 

儿童公园”和“#8 全龄友好”则更加注重儿童的权利和儿童的现

实需求，可以看出从2010 年左右开始出现儿童友好型空间的优化

策略。

图1   2010-2025年中国儿童友好度研究主题词时间线图

（四）口袋公园儿童友好度研究文献热点分析

通过使用 Citespace 对其中的主题词及关键字进行分析，找出

“儿童友好度”的研究热点见图2 。另外， 在 Citespace 中，媒体

中心度通常被用来度量论文的重要度。在此基础上，将表 1 中出

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进行排序，剔除掉中央度 <0.06 的关键词，

得出中国近几年“儿童友好”研究的热门话题见表 1，出现频率最

高的是“儿童友好”与“儿童”。

图2   2010-2025年中国儿童友好度研究热点分析

图3   2010-2025年中国儿童友好度研究聚类分析

表1   2010-2025年中国儿童友好度研究热点统计

关键词聚类分析见图3，可看出儿童友好度研究主题的分布

情况。聚类分析图谱如图4 所示，Q=0.5935 （>0.5），表明聚类

结构显著，S=0.9276（>0.7），表明聚类合理且可信度较高。选

取关键词聚类容量（Size）排名前10的聚类词归纳为三类研究热

点，分别为基于儿童友好城市公园与口袋公园的评价体系构建，

基于可步行性的儿童友好空间优化策略，城市公园和口袋公园的

儿童友好优化策略研究。

二、口袋公园儿童友好度评价体系整合

（一） 评价维度的多元化发展演变

2010年 -2017年处于基础阶段，多聚焦“安全性 -可达性”

的基础维度。如庞瑀锡基于可供性理论，构建包含“设施安全

性、空间围合度、视线通达性”的三要素评价模型，首次将儿童

行为心理需求纳入口袋公园评价体系 [2]。2018年后，随着《儿童

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颁布，评价维度拓展至“社会参与 -自然

教育”等高阶需求。王潮自然接触、社交互动、空间趣味性 [3]。

2022年至今， 刘艺璇等增加“代际互动性”指标，将儿童照护者

的陪伴需求纳入评价框架，体现中国“隔代抚养”背景下的本土

化特征 [4]。

（二）评价方法的多元化与创新

在定量研究方面，吴琼运用 GIS分析口袋公园的可达性，

通过计算儿童居住地与公园的距离、交通便捷程度，评估公园在

空间布局上对儿童的友好程度；结合空间句法分析公园内部空间

的连通性与可视性，判断儿童在公园内活动时的安全性与舒适

性 [5]。侯珈明  构建层次分析法（AHP）-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将口袋公园儿童友好度评价指标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如空间环

境、设施服务、活动体验等）和指标层（具体评价指标），运用

AHP确定各指标权重，再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综合评价结

果，实现对口袋公园儿童友好度的量化评估，该模型在杭州多个

口袋公园应用，为公园改造提升提供数据支持 [6]。赵旭收集大量

口袋公园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包括空间特征、设施配置、儿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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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等，利用 BP神经网络构建评价模型，该模型能快速准确预

测口袋公园儿童友好度，为城市大规模口袋公园评估提供高效手

段 [7]。

在定性研究中，檀子涵采用定点观察与跟踪观察相结合的方

式，记录儿童的活动类型、时间、空间分布等，分析公园空间与

设施对儿童行为的影响；参与式观察让研究者融入儿童活动，深

入了解其需求与感受。访谈法补充行为观察不足，通过与儿童、

家长、公园管理者等访谈，获取多维度信息。此外，眼动实验、

生理指标监测等新兴技术开始应用 [8]。郑鹏程 利用眼动仪记录

儿童在公园内游览时的视线焦点，分析其对不同景观元素与设施

的关注度；借助心率变异性监测设备测量儿童在活动中的生理

反应，评估公园环境对儿童情绪与压力的影响 [9]。曾雪薇提出的

“儿童参与式评价工作坊”通过“绘画访谈 +积木搭建”等游戏化

方法，让儿童直接参与空间评价，其成果被纳入《上海市口袋公

园设计导则》。但现有研究仍存在评价工具标准化不足的问题——

仅12%的研究采用国际通用量表（如 SDQ优势与困难问卷），多

数研究自行设计问卷，导致跨区域研究结果难以对比 [10]。

三、口袋公园儿童友好型设计策略

（一）安全性设计策略

安全是口袋公园设计的首要原则。在设施设计上，采用圆

角、软质材料包裹等方式避免尖锐边角对儿童造成伤害。如在滑

梯、攀爬架等游乐设施连接处使用橡胶材质包裹，降低碰撞风

险；设施高度根据儿童年龄分层设计，确保不同年龄段儿童使用

安全 [11]。场地铺装选用防滑、缓冲性能好的材料，如 EPDM橡胶

地垫、人造草坪等，防止儿童摔倒受伤；在高差变化处设置缓坡

或防护栏杆 [12]。 照明与监控系统保障夜间与日常安全。安装充足

照明灯具，避免照明死角，灯具高度适中，防止儿童触摸 [13]。

（二）自然教育与趣味性设计策略

自然教育融入方面，设置自然体验区，让儿童近距离观察动

植物生长，了解自然生态系统。在自然溪流区域放养小鱼、小

虾，种植水生植物，儿童可在家长陪同下观察水生生物生活习

性；森林体验区设置自然科普步道，沿途标识不同树木种类、特

点，增加儿童自然知识。趣味性设计通过多样化游乐设施实现。

引入创意游乐设施，增强互动趣味性 [14]。还可设计主题游乐区

域，激发儿童想象力与探索欲望 [15]。

（三）社交与互动性设计策略

设置共享活动空间，可举办亲子活动、儿童团体游戏等，促

进儿童与家长、同伴之间的互动交流。打造互动景观小品，如传

声筒、回音壁等声学小品，儿童可通过声音互动交流；镜面迷

宫、哈哈镜等视觉小品，增加游玩乐趣与互动性；设置互动种植

区，儿童可参与蔬菜、花卉种植，观察植物生长过程，与同伴分

享种植经验，培养合作精神 [16]。

（四）文化传承与个性化设计策略

文化传承方面，提取地域文化元素融入设计。在历史文化名

城的口袋公园，采用当地传统建筑风格的亭子、廊架，雕刻传统

民俗图案；以地方传说、历史故事为蓝本设计景观雕塑，个性化

设计根据周边儿童需求与特点进行。靠近居民区的口袋公园，注

重亲子互动设施建设，如亲子自行车道、亲子烹饪区等，方便家

长与儿童共同参与活动 [17]。

四、研究现状总结与不足

（一）研究现状总结

国内口袋公园儿童友好度评价与设计策略研究取得显著成

果。评价体系从单一物质空间指标向多元需求指标拓展，评价方

法从传统调查向多技术融合创新，评价模型从简单定性向定量与

定性结合、智能化方向发展。设计策略围绕儿童安全、自然教

育、社交互动、文化传承等需求，形成较为系统的设计方法，在

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提升了口袋公园的儿童友好水平。

（二）研究不足

评价体系缺乏统一标准，不同研究选取指标与权重确定方法

差异大，导致评价结果难以横向比较，不利于行业规范发展。评

价方法在数据采集的全面性与准确性上有待提高，如问卷调查存

在样本偏差问题，新兴技术应用成本高、操作复杂，推广受限。

设计策略创新深度与广度不足，缺乏对儿童独特需求与行为模式

的深入挖掘；跨学科设计理念贯彻不够，未充分融合心理学、教

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影响设计品质提升。

五、未来研究展望

（一） 完善评价体系，建立统一标准

加强行业合作与交流，组织专家团队制定口袋公园儿童友好

度评价统一标准，明确指标选取原则、权重确定方法、评价流程

等，提高评价结果的可比性与权威性，为口袋公园规划、建设、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二）深化评价方法研究，提高数据质量

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相互补充验证，减少单一方法局限

性；优化问卷调查设计，扩大样本量，采用分层抽样等科学方法

确保样本代表性；降低新兴技术应用成本，简化操作流程，提高

数据采集的准确性与全面性，为评价提供更丰富、可靠的数据

支持。

（三） 加强跨学科设计研究，推动设计创新

融合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深入研究儿童

心理发展、行为模式、社交需求等，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设计语

言，打造更符合儿童需求的口袋公园；鼓励设计师突破传统思

维，结合新材料、新技术、新理念进行设计创新，如利用虚拟现

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打造沉浸式儿童游乐体验空间。

（四）关注全生命周期设计，适应儿童成长变化

考虑儿童不同成长阶段需求差异，进行全生命周期设计。在

公园设施配置、空间布局上预留可调整空间，随着儿童年龄增

长，方便对游乐设施、活动区域进行更新改造，确保口袋公园在

儿童成长过程中始终保持友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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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口袋公园儿童友好度评价与设计策略研究对儿童友好型城市

建设意义重大。通过对国内实证研究梳理，虽已取得一定成果，

但存在不足。未来需在评价体系完善、评价方法深化、跨学科设

计研究、全生命周期设计等方面持续努力，推动口袋公园建设向

更高水平发展，为儿童创造更优质的户外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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