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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儿童行为心理的寒地城市绿地空间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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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寒地城市儿童特性，基于寒地城市儿童行为心理研究，提出当前寒地城市绿地空间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讨

论在极端气候影响下的寒地城市绿地空间的优化策略。通过分析寒地城市儿童的心理需求与行为特征，总结寒地城市

绿地空间与儿童行为心理的关系。主要从绿地空间气候适应性不足使儿童行为受限和绿地缺乏特色空间，无法满足儿

童心理需求两方面分析当前寒地城市儿童使用绿地空间面临的问题。通过结合寒地城市独特的气候特征、社会文化、

自然资源等要素，进而提出提升寒地绿地空间的舒适性与安全性、增强寒地空间的季节适应性、优化寒地城市绿地空间

的功能设计等优化策略，促进寒地城市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并为寒地城市儿童友好的绿地空间规划与设计提供理论依

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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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in Winter cities and based on the study of children's

behavioral psychology in cold regions, the work aims to put forward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in winter cities and discus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urban green space under the impact of

extreme climate. By analyzing the children's behavioral psychology in winter c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children's behavioral psychology in winter cities is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ldren in

cold cities in using green space are analyzed from two aspects, including the lack of climate adaptability of green

space, which limits children's behavior and the lack of characteristic space in green space, which can not meet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needs. The study promote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winter

cities by improving the comfort and safety of green space in cold regions, enhancing the seasonal adaptability of cold

space and optimizing the functional design of urban green space in cold region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child-friendly green space in wint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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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儿童数量以

每十年约 3%的速度稳步增加[1]，目前有近 55％的儿童居

住在城市[2]。然而城镇化却导致儿童活动空间被逐渐压

缩，儿童缺乏日常活动的绿地空间，这一问题同时也引发

了人们对城市资源与服务的有限性和不均等性的担忧[3]。

城市绿地空间是儿童日常生活频繁活动的载体，它可以

通过激发儿童心理愉悦感从而促进户外活动行为的发

生，不仅可以增强儿童体质[4]、促进心理健康发展[5-7]，还

能够激发儿童创造思维、提升社交技能和认知水平[8-9]，对

儿童行为引导及性格塑造均有直接效用。绿地空间的建

设事关广大儿童的成长发展和美好未来[10]，为加强对儿童

的重视和培养，基于儿童行为心理特征对绿地空间进行

建设，给儿童创造和提供一个安全舒适、满足儿童的身心

发展需求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寒地城市地理纬度较高，昼短夜长（见图 1），以哈尔

滨、长春等为代表的严寒地区的冬季平均气温远低于北

京、西安等普通低温城市，其积雪天数也远超其他地区。

但寒地城市西北风盛行，云量少，晴天频率高，有效日照

时间反而更长，这也为冬季寒地城市儿童进行户外活动

奠定了一定基础。由于东北地区独特的寒地气候环境影

响，其绿地规模和数量、空间布局形态、历史文化等方面

的特征都有别于其他城市[11-12]，儿童活动受个体条件、气

候要素、社会状况、空间环境等综合影响，因此研究寒地儿

童行为特征与心理需求，有助于指导寒地城市建设和优化

绿地空间。本文聚焦寒地城市，通过分析寒地城市儿童的

行为特征与心理需求，总结寒地城市儿童使用绿地空间

面临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绿地空间的优化方向，以期

促进寒地城市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为寒地城市儿童友好

的绿地空间规划与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一、寒地城市儿童的行为心理特征

通过分析近十年相关领域研究的文献，构建“气候适

应性×儿童行为心理”的二维矩阵图（见图 2），发现目前

关于儿童与空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活动特征、

儿童活动空间的布局和空间对儿童的影响等方面。虽然

近年对寒地城市绿地空间的研究逐渐增多，但仍然缺少

对寒地儿童行为心理与绿地空间建设之间关系的深入研

究，二者交叉研究存在空白之处。

图1 2023-2024年寒地城市与普通低温城市的气候参数对比

图2 近10年“气候适应性×儿童行为心理”主要相关文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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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儿童行为心理主要从行为模式、心理发展规律及

其与环境互动关系入手，旨在理解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

机制，更好地引导儿童健康成长。通过总结现有儿童行

为心理研究情况，可以发现当前城市不同年龄段儿童的

心理需求与行为特征（见表 1），从而指导寒地城市绿地空

间的设计，弥补寒地城市绿地空间对儿童吸引力缺失的

问题[13-14]，有助于儿童友好空间的建设。

（一）寒地城市儿童的心理需求

自然环境对儿童成长有着积极、全面的作用，有益于

儿童心理健康、形成积极的环境价值观念、良好的认知能

力、强烈的学习欲望[15]等。但诸多研究表明，建筑环境会

对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16-19]。儿童长期在城市环

境带来的噪声、拥挤等压力影响下，患抑郁症、焦虑症和

疲劳综合征的风险可能会增加[20-21]，从而对心理健康产生

负面影响。生活环境中绿色空间的可用性与心理健康之

间存在正相关，其在儿童成长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具有自然元素的生活环境，如城市公园和自然区域，

是儿童的重要恢复环境[7,22-24]。而寒地城市儿童因气候、

环境等因素影响，其心理需求与其他地区儿童存在一些

差别，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情感安全、认知发展以及社交

互动等方面的需求。

寒地城市冬季漫长且气候寒冷，户外活动受限，儿童

无法通过运动表达情绪，释放压力，从而导致情绪波动，

易感到压抑、孤独，甚至产生焦虑感和季节性情绪失调。

寒地城市儿童有着更强烈的情感安全需求，来帮助他们

抵御寒冷气候带来的负面情绪。寒地城市的自然环境因

极端的气候条件会产生独特变化，这为儿童认知发展提

供了丰富素材。儿童在观察季节变化过程中，对自然规

律、生命循环等知识充满好奇，但寒冷天气减少了儿童与

自然的接触，寒地城市学校和社会难以全面结合自然开

展文化教育活动，儿童接触多元文化、艺术、科技等知识

的渠道相对有限。因此，寒地城市儿童更加渴望探索冰

雪世界，了解寒地特有的动植物和自然现象，对他们所处

的特殊环境有着迫切的认知需求。同时，寒地城市寒冷

的天气使得儿童在户外与同伴交往的机会减少，他们对

社交的需求和与同龄人互动的渴望也变得更加强烈。

（二）寒地城市儿童行为特征

儿童的行为是个体与空间作用的外在表征，而游戏活

动作为儿童的典型行为之一，揭示了儿童自身的发育情况

以及其对于环境的感知与探索程度。美国学者 Johnson

等[25]也提出游戏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运动发育、

认知、语言、社会性和情绪五方面，也就是儿童的行为心

理。行为与外界环境相互影响，最终使得儿童的行为呈

现出一定的适应性和规律性特征[26]。研究寒地城市儿童

行为特征，就是发掘他们独特的行为模式与需求，有助于

了解当前绿地空间的建设方向。寒地城市儿童在户外的

行为特征受气候、环境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会形成一

些独特表现，如活动范围和时长受限且倾向室内，活动类

型多与冰雪相关和行为表现出的适应性等[27]。夏季寒地

城市气温相对宜人，白昼时间长，儿童户外活动时间显著

增加。此时，儿童活动范围较大，更倾向于探索自然环

境，观察花草树木、昆虫鸟类等，他们热衷于在公园、广场

等开阔空间进行各类游戏，如放风筝、骑自行车、轮滑、打

球等户外活动，充分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展现出活泼好

动的天性。而冬季由于气温极低，道路结冰，户外环境变

得恶劣，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儿

童更多集中于家庭、教室、室内游乐场等相对温暖、安全

的场所，减少了在户外区域的活动频次。但即便如此，寒

冷的天气也催生了独特的冬季户外运动和活动方式。基

于冬季寒地城市丰富冰雪资源，儿童进行的活动类型大

部分为滑雪、滑冰、堆雪人、打雪仗等游戏活动[28]55，游戏

活动也催生了寒地城市独特的冰雪娱乐文化。同时，因

长时间待在室内，儿童对棋类、积木搭建、电子游戏等也

产生极大兴趣，以满足娱乐与互动需求。此外为应对寒

冷气候，儿童会自觉形成一系列适应性行为，如穿戴厚重

保暖的衣物。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儿童的活动灵活

性，他们的动作幅度相对减小，活动节奏也会变慢，行动

时更加谨慎，避免在结冰路面滑倒受伤，也会有意识地缩

短活动时长，及时返回室内进行休息和调整[29]。当前我

国寒地城市的学校已把冬季户外运动纳入体育课程中，

在注重冬季儿童身体健康的同时，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

精神和竞争意识，因此寒地城市儿童虽长期生活在寒冷

环境中，仍具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三）寒地城市绿地空间与儿童行为心理的关系

寒地城市绿地空间与儿童行为心理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寒地城市的绿地空间受漫长的寒冷季节影响，从景

观形态到设施配置都形成了鲜明特色，这些特质深刻影

响着儿童的行为特征与心理需求；同时，儿童的行为心理

又会反作用于绿地空间，引导着空间建设的方向。

寒地城市绿地的空间形态与功能配置可以调节儿童

行为，对儿童安全感、探索欲、社交行为等核心需求产生

影响。寒地城市绿地的气候适应性设计会直接影响儿童

的户外活动意愿，儿童在经过设计的绿地中停留时间更

久，从而发展自我感知和认识自然的能力，提升身体素

56



曲涵嘉，等：基于儿童行为心理的寒地城市绿地空间优化研究第7卷 第3期

质。寒地城市绿地特有的冰雪景观、耐寒植物群落等，为

儿童提供视觉上的舒适感的同时也提供了充满地域特色

的探索场景，成为儿童发挥想象力的载体，极大地激发了

他们的好奇心与创造力。绿地空间的自然环境有助于缓

解儿童的焦虑情绪[30-32]，寒地城市绿地空间在缓解儿童心

理压力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走出室内来到绿地呼吸

新鲜空气，观察自然环境，能让儿童放松身心，缓解寒冷

天气带来的压抑情绪，调节心理状态。此外，儿童的社交

行为模式也受寒地城市绿地空间规划设计影响，这决定

了儿童能否拥有温暖舒适的环境来进行深度的互动交

流，培养积极的人际关系。

反过来，儿童的行为心理同样为寒地城市绿地空间建

设提供方向，儿童冬季更倾向于在有坡度的雪地区域进

行滑雪橇、雪圈等活动；而夏季则集中在林间空地进行捉

迷藏等游戏。寒地城市不同季节的儿童存在不一样的行

为偏好，这引导了绿地空间的功能布局。儿童在绿地空

间中的心理感受也直接反映出对地域空间优化需求，其

行为心理需求的变化推动寒地城市绿地持续更新，从而

提升儿童在绿地空间的舒适度和安全感。并且根据儿童

年龄结构变化，逐步更新绿地设施，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

的需求，也会使绿地空间始终保持吸引力和适用性。

二、寒地城市儿童使用绿地空间面临的问题

当前，寒地城市绿地空间对儿童行为和心理需求存在

着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寒地城市绿地空间建设面临困

境。研究寒地城市儿童绿地空间的使用问题，可以明确

当前城市建设的优化方向，有助于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减少城市健康负担，推动寒地城市“儿童友好型”空间研

究和建设进程，改善城市环境。

（一）寒地城市绿地空间气候适应性不足使儿童行为

受限

寒地城市的极端气候会影响儿童对户外空间的选择

以及他们进行户外活动的种类。寒地城市的夏季，气温

适宜，阳光充足，儿童户外活动意愿强烈，绿地空间使用

时间长、频率高，儿童更倾向于选择面积较大、绿化率高、

遮阴效果好的公园绿地进行散步、健身、休憩、社交等活

动，如综合性公园、滨水公园等，这些空间能够提供丰富

的活动场地和舒适的休憩环境。而冬季气温低，冰雪覆

盖，寒风凛冽，儿童长时间暴露在户外会导致体温、免疫、

代谢等多系统失调，影响身体健康的同时进而引发儿童

的生理性排斥，降低儿童户外活动意愿，绿地空间使用频

率和时长显著下降，见图3。此时儿童在户外的活动显著

减少，奔跑、跳跃等运动机会匮乏，行为表现上更为安静、

慵懒，身体协调性和灵活性不足，不利于儿童养成规律的

运动习惯。此外，寒地城市绿地空间韧性问题突出，多数

绿地冬季功能单一，缺乏冬夏转换设计，设施和资源利用

率低，无法应对极端气候或未知的外界环境干扰。寒地

城市绿地空间的设施配置往往缺乏对冬季气候的考虑，

缺少专门冰雪运动的场地，冬季儿童只能在非正规场地

图3 哈尔滨不同季节某绿地儿童一日户外活动时长与频率[28]56

表1 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特征

年龄

1~3岁

3~6岁

6~12岁

时期

童年早期

幼儿期

学龄期

心理需求

主要表现为对外界的探索

喜欢以自我为中心，通过学习和模仿别人优
点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需要更多的自我表达和认同，竞争意识增强，
乐于挑战对自己来说有难度的事物，同伴关
系重要性上升，需要建立稳固的社交关系

行为特征

行动能力有限，通过感官来接触外界，逐步感知世界

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需要有家长陪伴与辅助
活动，活动距离和行为受限

喜欢集体性探险性活动，具有一定难度的体育活动和
脑力活动。这一阶段的儿童使用户外空间最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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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存在安全隐患且活动无法开展。许多设施在冬季

无法正常使用，维护不及时，许多设施在冬季受恶劣天气

影响，易出现金属生锈、塑料脆裂等损坏情况（见图 4），

影响儿童使用体验和对绿地空间的使用。绿地缺乏临时

室内休息空间和保暖设施，儿童在户外进行运动后无法

及时取暖休息，只能提前结束活动，降低了儿童活动意

愿。而家长注重保护儿童活动安全，也导致儿童活动依

赖设施完备度，从而制约儿童心理与行为发展。

（二）寒地城市绿地缺乏特色空间无法满足儿童心理

需求

我国寒地城市冬季低温，降雪频繁，日照水平不足，由

于其气候条件的限制，绿地空间往往人均面积较少，难以

形成丰富的绿地景观，城市绿化的进程缓慢[33]。加之我

国北方的景观设计常大面积选用常绿植物，缺乏寒地特

色，致使景观相似性高、辨识度低、多样性不足，植被覆盖

率不达标，存在土壤裸露等问题。寒冷的气候限制了植被

的种植和生长，植物配置的结构不合理，城市公共空间中

的草本植物、落叶乔木和灌木凋零[34]，乔灌草植物比重失

调，绿化覆盖和绿视率降低，导致绿化供需不平衡的局面
[35]。同时，绿地景观的缺乏和自然与人工要素搭配不和

谐，导致寒地绿地空间色彩单调、缺乏观赏性，使其无法

发挥缓解儿童视觉疲劳、吸引儿童注意力、舒缓情绪、减

轻压力的独特作用，儿童在绿地中的积极情绪持续时间

缩短。

为抵御寒冷气候，寒地城市的建筑布局往往较为紧

凑，绿地空间被挤压，应对寒冷天气大量建设的基础设施

进一步压缩了绿地空间的面积。寒地城市建设中也缺乏

对绿地空间的系统规划和设计，现有儿童活动场地大多

分散且规模较小，布局不合理，寒地城市绿地缺乏可供儿

童使用的特色空间。虽然寒地城市独特的环境为儿童的

自然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很多绿地空间还缺乏对

教育空间的规划设计，自然元素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

科普引导，展示方式单一，缺乏趣味性，无法吸引儿童的

兴趣，难以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这不仅浪费了宝贵的

自然教育资源，也无法满足儿童对自然知识的学习需

求。此外，现有绿地极少融入寒地特色元素，这种“去地

域化”设计也使儿童错失通过游戏理解寒地文化的机

会。寒地城市绿地还普遍缺乏符合儿童心理的社交空间

分层设计，缺少多样化社交空间和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

的游乐设施、互动装置等小组活动场所，无法满足儿童多

样化的社交需求，限制了儿童之间通过合作游戏、角色扮

演等方式进行深度社交互动，不利于儿童社交技能的全

面发展。不同年龄段儿童活动区域也没有进行区分，容

易相互干扰而无法正常活动，同龄社交的领域感缺失，影

响其心理安全感和参与积极性。室内外转换还缺乏过渡

空间，儿童从温暖室内进入寒冷的户外绿地空间，温度急

剧变化易引发不适，同时降低了他们对绿地空间的接受

度，与他们渴望舒适、自然地参与绿地活动的心理需求不

符。

三、基于儿童行为心理的寒地城市绿地空间优化策略

寒地城市绿地空间在促进儿童体力活动、改善心理健

康、提升社交能力及认知发展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同样

存在局限。绿地空间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公共空间，通过

合理的规划设计，可以充分展示寒地城市绿地空间的优

势，从而打造四季皆宜、符合儿童成长需求、儿童充分参

与规划的绿地空间系统。

（一）提升儿童在寒地绿地空间的舒适性与安全性

在现代社会，儿童也面临着来自学业、家庭、社交等多

方面的压力，绿地景观可以提供天然的放松场所。通过创

建有助于情绪调节的绿地空间，缓解季节性情绪波动。

寒地城市冬季色彩单调，可在绿地空间内种植常绿植物，

增加绿色景观的视觉舒适感；设置色彩鲜艳的景观小品，

增加空间的色彩丰富度，提升儿童的视觉舒适感[36]。云

杉、冷杉、落叶松等针叶树与白桦、杨树等阔叶树具有较

强的耐寒性和适应性，可以减少水分和热量的散失，是寒

地城市空间绿化的常用树种。高山杜鹃、紫穗槐等灌木

品种具有适应耐寒耐旱，根系发达枝叶密集，花朵颜色鲜

艳，也是寒地绿地景观中常用的观赏灌木。此外，诸如马

蔺、八宝景天、金山绣线菊等地被植物，具有较强的耐寒

能力，适宜寒地城市种植。这些植株无刺无毒且相对低

矮，不会遮挡儿童视线或造成绊倒的危险；其花朵颜色丰

富，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可成片种植或与其他植物搭

配，形成丰富景观，为绿地空间增添自然美感。还可以通

过使用木质、石材等天然材料铺设步道和座椅，设计阳光

充足的休息区，提供温暖舒适的触感体验，保障在户外活

动儿童的热舒适性[37]。

根据“安全防护等级”分级，社区公园、校园绿地属于

中等风险区域，需确保设施安全、设置警示标识，并在人

流密集处预留疏散空间；街头游园、附属绿地等低风险区

域，重点保障基本通行安全，定期维护园路与植物，避免

安全隐患[38]。基于寒地城市冬季积雪、强风的情况，绿地

空间建设建议优先选择樟子松、榆树等深根系、抗风性强

的树种和金银忍冬等枝条柔韧的灌木，阻挡冬季寒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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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防止植物被吹断或压断对儿童造成危险。此外对于

在绿地中进行各种户外运动的寒地城市儿童来说，绿地

空间的安全性最为重要，尤其是儿童和老人在冬季冰雪

压实后的路面上行走易滑倒跌伤，增加了步行困难和意

外伤害风险，因此需要及时清除路面积雪，铺设防滑性能

良好的铺装路面。安全的交通道路、开阔无盲区的视野

同样会增加他们参与户外活动的频率。冬季日照时间

短，需要加强绿地空间的照明，营造安全舒适的夜间环

境。同时还要设置休息室、热水供应点等便民服务设施，

为居民和儿童提供便利。

（二）增强寒地空间的季节适应性

绿地空间的设计需要考虑不同季节的使用形势，强化

儿童的气候适应性需求，重点关注儿童在过渡季节和寒

冷季节的热偏好及空间使用诉求，制定包容性的空间设

计政策[39]，提高场地的季节转换弹性[40]。可设计适应四季

变化的绿地空间，确保冬季也能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活动

选择。尽量选择向阳的地块建设绿地空间，营造温暖的

微气候环境，避免高大建筑物和树木遮挡阳光，设置阳光

草坪等区域，为儿童提供充足的阳光照射。冬季设置滑

冰场、滑雪道、雪橇坡等冰雪活动设施，夏季提供草坪、水

景等多样化活动区域。

寒地城市儿童友好的绿地空间网络应在空间分布、功

能配置与气候韧性三者间达成动态平衡。基于“就近服

务、分级响应”原则，可以构建寒地城市“5 min、10 min、

15 min”三级绿地生活圈，进行分层级布局，通过差异化

的规模、功能与气候干预手段，形成覆盖全域、全季可用

的儿童友好型绿色网络。将 5 min 生活圈作为儿童日常

户外活动的“第一触点”，满足儿童活动安全性、可达性与

冬季微气候适应性需求。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哈马碧社区

公园，通过建设防风玻璃暖房为儿童提供全年可用的休

闲娱乐空间，从而延长了儿童停留和活动的时间，也有助

于维护公园的生态多样性，保护植物资源。而 10 min 步

行圈的片区公园主要承担儿童社交、运动与自然教育功

能，强调季节性功能转换与气候韧性设施的集成，如内蒙

古塔哈拉川滨河乐园建设多功能活动空间，夏季作为下

沉式广场，冬季则转化为冰场（见图 5），利用地形高差

堆砌缓坡雪丘，配合可移动雪砖、雪铲等工具，还可以激

发儿童创造性游戏。此外日本札幌莫埃来沼公园的向

阳坡地（见图 6）冬季作为雪橇滑道的同时也增加了日照

时长；春夏季种植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本土植物，植被类

型丰富，营造四季景色各异的绿地空间。向阳坡与绿地

内的其他景观元素相互补充，丰富了公园的地形地貌和

景观类型，形成了更加立体多元的景观空间，增加了绿地

图5 内蒙古塔哈拉川滨河乐园儿童活动空间冬夏季转换

图6 日本札幌莫埃来沼公园向阳坡地冬夏季的利用

图4 寒地城市冬季闲置的儿童活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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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观赏性和趣味性，也给儿童带来不同的视觉体

验。15 min 城市圈的区域性公园作为寒地城市儿童大型

集体活动与冰雪文化体验的核心载体，需突出主题性、节

庆性与气候风险冗余设计。可设置冰雪主题分区和应急

避难单元；沿冬季主导风向布置防风林带，应对暴风雪等

极端天气。

（三）优化寒地城市绿地空间的功能设计

优化寒地城市绿地空间的功能设计，就是通过科学规

划，整合生态保育、休闲游憩、文化展示等功能的区域，以

实现在单一绿地空间内功能兼容、空间集约、动态适应的

“复合功能区”[38]。

充分利用绿地空间中的自然资源，与学校、教育机构

合作，在绿地空间内开展自然教育课程，提升儿童的认知

和学习能力[40]。如空间中的菊、梅、松三种耐寒植物对满

足儿童精神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菊花具有球、丝、管状等

花形，常见有黄、白、红等花色，菊花丰富的品种和形态，

为儿童提供了良好的观赏价值和视觉体验。“菊残犹有傲

霜枝”，秋季景观凋零而寒风中开放的菊花，可以使儿童

感受菊所代表的傲骨精神与困境下豁达、积极的心境。

梅花的枝干虬曲坚韧，与花色丰富、形态各异的梅花相映

衬，展现出独特的艺术美感，在儿童赏梅的同时辅以与梅

花相关的文化知识的传授，如诗词、绘画、戏曲等，可以培

养他们对美的感知，增强对祖国的文化自信。梅花在冬

季积雪中独自绽放，不畏严寒，更有助于塑造儿童坚强、

谦虚的人格品质。松树的种类繁多，形态、针叶、果实各

有不同，儿童可以通过观察不同种类的松树，感受自然、

提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即便是寒冷的冬季，松树

也依然绿意盎然、挺拔生长，展现出面对逆境时坚韧不屈

的精神，这对儿童也十分有教育意义。此外还可以通过

引导儿童以松、梅、菊等植物为主题进行绘画、手工制作

等活动，在空间设置户外课堂区域，便于教师带领学生在

绿地中进行写生、阅读、科学观察等学习活动，培养儿童

的观察力和学习能力，给予他们广阔的想象空间，激发儿

童创造力。将白桦、稠李等适宜寒地生长的植物的花、

叶、果实四季变化现象与儿童教育活动相结合，对儿童进

行科普，直观展示寒地城市四季分明的特点让寒地城市

儿童在安全、有趣的环境中亲近自然，体验季节的轮转，

感受生命的逝去与新生[41]。

绿地空间可以结合寒地城市特色节日，打造相应的主

题活动空间，开辟冰雪创意活动区（见图 7），定期举办冰

雪创意比赛，鼓励儿童发挥想象力，满足儿童对节日的期

待，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参与热情，增强他们的情感归属

感。还可以在绿地空间中设置不同规模和功能的社交空

间。大型的中心广场，用于举办集体活动，鼓励儿童与家

长、同龄人共同参与，增强社交互动[42]。同时，增设小型私

密空间，在灌木丛围合的休息角落，放置座椅，供孩子们

安静地分享见闻和交流。配备互动性强的游乐设施或设

置共享游戏区，促进儿童相互协作、沟通，建立社交关系。

在绿地空间周边的建筑，如公园管理处、儿童活动中

心等设置室内外过渡空间，建设暖廊、玻璃廊道等场所。

使儿童冬季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可以在过渡空间停留，适

应温度变化，避免因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绿地空间

与周边室内活动场所如学校、社区活动室之间建立便捷

的连廊通道，便于儿童在室内外活动之间转换[43]。过渡

空间内可设置座椅、暖气设备，铺设防滑地砖，在通道沿

线设置展示橱窗，展示儿童的优秀作业或绘画、手工艺品

等，促进儿童停留和观赏，丰富儿童的见闻，以满足儿童

使用绿地空间的偏好。

四、结语

寒地城市绿地空间承载了当地儿童健康成长的使用

需求，同时基于气候约束、空间响应与社会调节的复杂作

用，也对儿童行为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未来需以儿

童需求为核心，通过动态规划设计优化寒地城市绿地空

间，缓解气候限制，保障空间权利，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寒

地儿童友好城市，在极端气候中为儿童保留一片自由探

索、健康成长的自然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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