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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对于儿童来说，家庭和学校

之外，社区是他们接触到的第一

个“小社会”。为了让儿童更好地

参与社区生活，成都市武侯区簇

桥街道锦城社区作为全国首批儿

童友好社区 16个试点社区之一，

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充满温度的

玩耍空间。

“户外活动空间对儿童的成

长非常重要，与小伙伴一起在户

外追逐打闹、自由玩耍，不仅能锻

炼身体，陶冶情操，增加同伴互助

和友谊，还可以解决儿童手机成

瘾、肥胖、情绪和感统失调等一系

列问题。”锦城社区党委书记李鑫

说。于是，锦城社区户外、室内双

管齐下，为社区内儿童打造出能

尽情游戏的空间。

室外，从商业区和广场空间

的更新着手。商业区内有专属儿

童的互动区域——儿童沙池、户

外蹦床、亲水活动区、“树屋”、滑

梯、秋千等，一些广场上还设有鸟

类招引区、昆虫喂养区、农作物认

养区，还有能玩跳房子、打篮球的

下沉式广场，成为孩子们释放天

性的乐园。

这些更新，一开始就收集和

听取了不少孩子和家长的意见，

一些活动区域的装饰和彩绘也交

给了孩子们去完成，这也让孩子

们更有参与感。有了这片儿童专

属的互动区域，家长们“遛娃”也

方便了很多。陪伴孩子在楼下小

广场玩耍的家长刘玲表示，家门

口就有一个能让孩子自由玩耍的

地方，孩子不用整天呆在家，家长

也省了不少心。附近的孩子们可

以经常在一起玩，也能交到不少

朋友。

安全街区空间的打造也是一

大亮点。锦城社区在辖区内各小

区、学校和户外广场之间设置儿

童慢行通道，和儿童过街入口设

置的慢行标识以及减速带，主要

上下学道路设置的连续步行道

路，串联起社区内儿童主要的活

动空间，打造智能化儿童友好出

行道路。这些道路两旁，可以看

见关于二十四节气、动植物生长、

儿童性教育、防侵害、防走失等知

识，地面上还设计了跳房子等趣

味游戏和各种彩绘。护学队、志

愿者队伍的成立，为孩子们提供

了更多的安全保障，儿童有了更

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室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被

打造成儿童游戏和学习的场馆，

从儿童需求出发，设计一个安全、

自由的活动空间。而每个空间的

主题创意和设计，也加入了孩子

们的不少想法和创意。服务中心

内设置了天文馆、自然认知教育

基地、科创中心、叠溪书院、童萌

亲子园、食育中心等综合性社区

服务功能室，开设了丰富多彩的

社会实践课程，让孩子们在“有地

方玩”的同时，还能在玩中学习知

识。

这些社会实践课程，为孩子

们学习科学知识搭建起广阔的平

台。除了围棋、舞蹈、武术、手工

等常规培训课程，还有极富地方

文化特色的蜀绣等课程。节假

日，孩子们还能参与线下的参观

体验活动，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体验环卫工人的一天、当一回

小小牙医、到派出所学习处理纠

纷等等，在实地参观和实际操作

中树立自己的职业观，培养参与、

发现、探索、思考的能力。针对亲

子教育的需求，社区还为家长们

开展了家庭教育线下亲子体验课

堂、家庭教育提升计划、亲子阅读

等活动。每月一次的家长培训，

不仅有专业的讲师，还有社区内

的居民来担任讲师。参与培训的

家长们都表示，这样的培训更接

地气，更能提升自己的科学育儿

理念。

李鑫说：“社区的课程很受

欢迎，周末基本都是满员。下一

步，还将开发更多活动型的课

程，将脑力和动手能力结合起

来，服务更多的儿童，辐射更多

的家庭。”

“妈妈，我们家的辣椒熟了，我发现一根红

辣椒。”二宝一见我下楼，迫不及待拉我去小花

园看。香樟树下边角瘦地，三五株辣椒，叶，绿

得盎然，椒，也绿得恣意。果然有一个小尖椒，

并不最大，却先红，藏在叶中，羞羞答答，被跟

辣椒一般高的娃逮着——天大的事儿！

在辣椒还是种子时，我便已料到小观众

的惊呼。笑眯眯看着她，一应一答和她叙着，

帮她平复怦怦跳的心。

这几株辣椒，有点不合时宜。在别人家

辣椒都能吃的时候，我的几个干辣椒从旮旯

里蹦出来了，拽拽梗子，辣椒种子拨拉进泥

土，望天收。它们没有辜负种子的定义，可能

一个星期，自然地冒出来了。虽然跟不上节

令的拍儿，索性自顾自生长。在夏雨里开花，

在秋风里结果，转眼霜降，终于等来了变红的

那一刻。

以为它们和我生气，和我较劲，不肯变

红，成为真正的红辣子。这不，一直奔腾在变

红的路上，不枉辣椒的一生。原来慢一拍也

不是多大的事儿，一样圆满。

园子是我和孩子的植物园，认知之所，劳

作之地。我在这个园子里，种的又不仅仅是

花果蔬菜类植物，更在修行悟道，好通达育儿

的最佳路径。

这园里有多种应季蔬菜，大都只有几棵，

都是为了长给娃看的。园子里品种繁多，日

常所用，艾草、菊花脑、枇杷、萱草、芦荟，可药

用，可食用。绣球、木槿、芭蕉、一串红、棠棣

全为观赏。红黄两色的虞美人，做了这个小

园子边上的篱笆，一道绿色屏障，让小园和人

行道有个遮挡。草莓也长两棵。犹记春寒料

峭，我们蹲在地里摘草莓吃，娃说跟大棚采摘

的味道不一样。车厘子、无花果小树苗网购，

等它三年五载挂果，不急，娃和它们一起长。

这散乱的园子像我的育儿观。多多尝

试，无限可能。人说大娃照书养，二娃照猪

养。我在不惑之年得个宝贝，阅历让我带娃

往一条接地气、顶阳光的路径努力靠近。

娃看其他孩子学平衡车，装备齐全，很

酷。她要学，我也支持，只是学的地点很远，

不想太奔波，便买个车给她，天天陪着她去广

场练，她也骑得很溜。后来，骑小自行车更不

在话下，辅助轮子卸掉，她一样能在广场上飞

驰。5岁的小孩，不用辅助轮骑自行车，成了

广场一景，走过路过的都要多看两眼。

娃也学游泳。成长路上，我不能时刻陪

伴，有些自救技能还是要掌握的。游了七八

节课，她竟然能潜水钻障碍框，一口气在水下

钻二三十米远，吓得我急急在水面寻找她的

身影。

学舞蹈、搭乐高、玩绘画……都是种子。

泥土蕴藏无限希望，有了种子，更要引导孩子

脚踏实地努力，由他律到自律，习惯养成。

像我打理园子一样，肥料撒一点，不多，

多了，那些植物就忘记物竞天择的自身努

力。相信种子自身的力量，相信雨露和阳光，

相信植物旺盛的生命力。

打理园子的是园丁，养育孩子的父母，更

像园丁。播种、耕耘、收获。你在孩子心里种

下些什么，就会长成什么。在细水长流的日

子里，滋养孩子，改变孩子，影响其品性、视野

和胸襟。

小小园子是孩子的植物课堂。种土豆最

有趣。过年的气息还未散去时，我和孩子一

起在小园里种土豆。无心之举。过年的时

候，菜买多了，厨房菜篓里吃不着的土豆，在

温室里发了芽，不能再吃了。扔了可惜，学着

记忆里父母种土豆的样子，切成几块，我带孩

子埋到楼下的小园里。不几日冒了芽，紫红

的。再大一些，转绿展叶。长叶的时候，我带

娃认叶；开花的时候，我带娃赏花。娃知道土

豆是小名，大号马铃薯，长在土里，开白色、粉

色、紫色多种颜色的花。从未闹过土豆结树

上的笑话。

最开心的是前阵子挖土豆，我特意选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找好小工具，挖土的锹，盛

土豆的小筐子，仪式感满满。此地沙土，挖起

来并不费劲，浅浅的土层推开，土豆挨挨挤挤

露出来。娃兴奋地大呼小叫，高高举起连茎

带叶的“土豆妈妈”和“土豆宝宝”，喊路上经

过的邻居看，还邀请小伙伴们来家炸薯条。

亲自种下土豆，赏叶观花，挖一篓土豆，

全程参与，劳动的快乐，收获的幸福，分享的

喜悦……这些是城市孩子缺乏的，必须的劳

动课。

孩子的身体需要营养，心灵也需要营

养。教育是什么？美国教育家杜威说：教育

即生长，抓住敏感期，生长健康，生长善良，生

长阳光，生长快乐，生长优雅，生长高贵，生长

思考力，生长创造力。这一切都如植物生长，

急不得。这一切，必须有种子，不能纸上谈

兵，不能隔屏欣赏，更不能打卡作秀，得有源

之水，有本之木。

我很感谢这个园子，给我绿意盈盈、花红

果甜的岁月，给我四季分明的春秋。我也感

谢二宝，让我重做一回园丁，参与她成长的全

过程。我希望她像植物一样，缓慢地、坚定地

生长，不缺钙，有情趣，枝繁叶茂，灿若星辰。

园丁
■ 王晓

从社区出发，为孩子打造一座“友好之城”——

被看见的儿童力量被看见的儿童力量
■ 记者 周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儿童的成长常常会受到其

所处空间的安全性、友好性、丰

富性等影响，因此空间成为儿童

健康成长的重要物质载体。如

何将城市空间打造得更加“儿童

友好”，将设计与使用权赋能给

儿童，已经成为城市规划设计领

域日益兴起的重要议题。

社区教育作为家校社共育

的重要一环，能够为家庭引入更

多优质的教育资源，集合区域优

势，提升家庭教育服务的精准度

和时效性。去年，“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正式写进国家“十四五”

发展规划，为打造“15分钟儿童

社区生活圈”，更好地服务儿童

和青少年群体，成都市武侯区簇

桥街道锦城社区在创建“儿童友

好社区”方面进行了探索。

“这里可以放指示牌。”“涂

鸦墙应该设计在那里。”……“小

建筑师”们正在认真地绘制图

纸、设计模型。一座座“小公园”

在孩子们的精雕细琢中初具样

态——郁郁葱葱的绿树、错落有

致的小广场、栩栩如生的许愿

树、喷薄的泉水……孩子们信心

满满地展示着自己最精彩、最自

豪的设计成果。

这是锦城社区“小小建筑师

之口袋公园”活动的模型制作课

堂。经历了前期的团队组建、实

地勘测、资源了解、图纸设计等

课程的学习，孩子们制作的小公

园模型栩栩如生，各具特色。接

下来，他们还将进行答辩，分享

并完善自己的设计。

为了让“儿童友好”理念更

好地在社区落地，锦城社区专门

辟出一块待改造的绿色空地，交

给孩子们自由设计一座“口袋公

园”，并打造了“小小建筑师”课

程。课程内容不仅涵盖财商、踏

勘、设计理念、建模等一系列知

识的学习和操作，也融入了打造

“口袋公园”将会涉及到的环境、

人群、文化等问题的探讨。课程

结束后，社区将在孩子的设计中

挑选出可实施的方案，真正落实

到这个“口袋公园”的打造中。

儿童有与成人完全不同的

视角和思维，在给他们提供友好

空间的基础上，儿童更有被倾

听、被尊重的需求。这意味着，

“儿童友好社区”的打造，儿童享

有参与权甚至主导权。让孩子

们参与到社区生活空间的打造

中，他们能真实地靠近生活、体

验生活。

锦城社区很多户外活动空

间的更新都是在孩子们的参与

下进行的。同时，社区还成立了

儿童议事会，开展听证会、协调

会、评估会，挑选优秀议题让儿

童参与讨论，为社区发展建言献

策，真正做到为儿童自己的权利

发声。

第一次的儿童议事会活动

主题是邀请孩子们就“成都市以

城市为主体的儿童肥胖防控”五

年行动计划进行讨论。在成都

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科

副科长王瑶的引导下，孩子们了

解了“成都市以城市为主体的儿

童肥胖防控”五年行动计划的起

草背景以及具体的 12项行动举

措。按照前期抽签分工，各组分

别围绕议题的可行性、是否同意

通过该项行动及举措以及具体

原因与建议等内容进行充分讨

论及分组陈述。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各组

分别对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白衣天使组全体成员同意

营养健康食堂的建设，并建议聘

请营养师及大力推广水果。“是

否限制校园小卖部‘三高’食品

售卖”是他们争议最大的问题，

部分成员不能接受校园小卖部

不售卖可乐。关东“煮”（组）则

认为折页海报等宣传方式不够

环保，建议增加数字化营养宣传

投放。地肆组建议，阳光体育锻

炼 1 小 时 太 少 了 ，还 可 以 更

多。……

通过讨论，孩子不仅了解了

成都市儿童肥胖防控计划的相

关政策，还懂得了怎样将这些计

划落到实处。王瑶表示，孩子们

的一些意见非常专业和深入，在

进一步修订儿童肥胖防控计划

中可能被采纳。

“儿童不仅是政策的执行

者，还可以是政策的制定者。儿

童议事会的成立，让社区内儿童

有了发声的平台，可以真正从儿

童视角出发，提出一些关于社区

建设的建议，从而提升‘社区小

小主人翁’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

识，让‘儿童友好社区’更好地服

务儿童。”李鑫说，感受到尊重与

信任，更多孩子开始愿意表达自

我，不少孩子的“金点子”被采纳

落实，更多的孩子被听见、被看

见、被尊重、被成就。

提升参与感，倾听孩子的声音打造儿童专属空间，让学和玩伴随成长

小组分工，提出自己的“金点子”。 “小小建筑师”作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