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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幼儿步行巴士提高社区儿童友好度的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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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步行巴士项目的角度出发,阐述步行巴士的发展与意义,并结合幼儿步行巴士的案例研究,分析其在改善

道路安全设施、改变公众观念、促进儿童参与和体现儿童权利的重要价值,提出在我国推行步行巴士计划的策略,

达到提高社区儿童友好度的目的,为我国创建儿童友好城市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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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都市人群对于汽车的高度依赖造成的交通安全威胁,剥夺了儿童对于户外空间的自由使用权.

1982-2002年,英国儿童行人死亡率显著下降,但这是限制儿童不接触交通环境的结果[1].儿童从街道

上被排除,而不是街道变得对儿童更安全.中国14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2015年),其中1.6万多名儿童在步行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伤亡②.因此,许多父母选择开车接送儿童上

学[2].但采用机动车出行代替步行上学,令大多数儿童错过了日常体育活动的机会,成为各国肥胖儿童

增多的原因之一.我国儿童步行条件不充分源自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善、行人优先政策实施度差、社会安

全感低下、儿童交通安全教育普及度不够,因此儿童的独立活动性受阻,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和儿

童友好型社会氛围的营造.

儿童友好型是指对儿童友好,儿童有权利享有健康的、被保护的、受到关心的、得到教育的、令人鼓舞

的、没有歧视的、有文化的环境[3].世界儿童友好组织强调“儿童友好型”社区环境鼓励采用步行或骑行等

儿童友好的出行方式,在给予社会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提升社区活力,为儿童独立活动创造条件.近年来,欧

美等发达国家持续加强儿童的安全教育,并采取改造儿童出行率高的道路、强调交通减速、实施步行巴士

计划等措施,结合“儿童友好型”社区评估指标,积极推进儿童友好型交通环境的建设.其中,儿童独立活动

性作为评价城市儿童友好性的积极指标,而步行巴士被视为促进儿童独立活动性、提升社区儿童友好度最

适当的干预措施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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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步行巴士的发展与意义

1.1 步行巴士的发展研究

1992年,澳大利亚社会改革家戴维·恩格维希提出“步行巴士”(也叫步行校车)的概念①,具体指一

群小学生按规定时间,在规定的地方集合,在成人轮流陪同下,步行上下学.被认为是一种健康又环保

的出行方式.
自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第一次“步行巴士”在英国试行以来,步行巴士在英国得到推广和普及,并

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丹麦、日本、南非、德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实施.相关研

究显示,英国、新西兰和南非等国拥有相对完善的评估体系,英国、澳大利亚和丹麦等国的参与人数和持

续时间相对较长[4].Kearns[5]、Kingham[6]、Collins[7]等人对步行巴士进行了定性评价,采用问卷调查、参

与观察和访谈评估步行巴士的好处、局限性和可持续性;Sirard[8]等人研究了步行巴士对提高儿童活动水

平的影响.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步行巴士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

差异(表1)②[6,9-11].
步行巴士可分为由政府主导,政府、学校和其他机构合作共同主导,家长和社区主导3种方式.相关研

究显示,由政府主导或政府、学校和其他机构合作共同主导的形式,通常具有充足的经费支持和人力保障,

并能更好地促进步行巴士线路途经的社区环境的改善,因此这类步行巴士活动的安全性更高,可持续性也

更强.很多个人组织主导的步行巴士或经费、人力短缺的城市,步行巴士活动的可持续性较差,通常3~6
个月或者更短时间就被迫终止了.同时,根据各国、各城市的实际情况,步行巴士的开设频率为1次/周、3
次/周、1次/月、不定期等.步行巴士的开展对象为小学生,针对学龄前儿童的步行巴士未出现.

表1 步行巴士计划在全球的实施情况汇总表

国家 代表城市 主办机构 实施特点 实施效果和意义

英国

韦克菲尔德、特拉福

德、莱斯特郡、赫特

福德郡、德文郡、伍

尔弗汉普顿、考文垂

等

英国行人协会,

市议会,市教育

部,学校,社会

团体或个人

政策提倡步行上学(2-3英

里内不提供校车);实施方

案多(12种以上);实施相

对规范、成熟(相关组织对

自愿者培训,创造各种实施

条件);评估体系相对完整

(相关组织进行安全性、成

本和发展的评估);

社会:提高了安全性,减轻交通拥

堵;减少 空 气 污 染 和 噪 音 污 染.儿

童:倡导积极的生活方式;使儿童了

解道路安全;减少肥胖,提高儿童健

康水平;避免迟到和减少旷课;减少

对陌生人的恐惧;提高儿童独立性、

纪律性,增强责任感;会见朋友.家

长:提高家长满意度,节约家长时

间;加深社区的友情.

美国

赫尔南多、俄勒冈州

奥尔巴尼、加利福尼

亚、西雅图等

市规划局,相关

市政部门(警察

局、消防局等)、

健 康 和 福 利 部

(HHS)等

骑自行车的警察和消防员

带领儿童开展步行巴士活

动

增加儿童运动量;促进学校周边交通

线路的基础设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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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Engwicht.ReclaimingOurCitiesandTowns:BetterLivingwithLessTraffic.Philadelphia:NewSocietyPublishers,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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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上学;美国提倡住地距离学校1英里(约1.6km)的儿童步行上学.我国小学服务半径不大于0.5km,幼儿园服务半径不大于0.3
km.
佐藤一美.地域社会·学校·构筑儿童的纽带“步行巴士实践”的相关研究报告[R].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研究纪要,2009年(9):83
-94.



 续表1

国家 代表城市 主办机构 实施特点 实施效果和意义

新西兰 奥克兰、基督城
市议会、区域运

输政府机构等

评估体系相对完整;基础设

施改善及时;政府提供创意

补助金和参与儿童的奖励;

参与人数多,开设线路多

提高儿童安全性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

州政府、维多利

亚 健 康 促 进 基

金 会、地 方 政

府、公路局等.

充足的基金支持;实施范围

广、时间长;相关研究和教

育活动支持;实施“绿灯工

程”计划

减少汽车和陌生人威胁;市政交通设

施得到改善

丹麦

联邦政府,国家

安 全 路 线 学 校

中心

参与学校基数大(2011年底

为止有1万多所),并组织

参加国际步行上学日(4200

多所);有专门的经费

减少肥胖;提高儿童专注力

日本 北海道苫小牧市

内阁府,文部科

学省,教育委员

会,市教育委员

会,NPO 法 人

等

编制地域安全地图;通过杂

志和电视节目宣传;实施志

愿者注册制度,全国犯罪团

体联合会的“防止犯罪合作

员 团 体 综 合 补 偿 保 险 制

度”;每月举办“安全支援志

愿者交流会”

在当地社区居民之间、学校和儿童之

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并逐渐加深纽

带关系、扩大影响范围;提高儿童安

全意识,确保儿童的安全、身心健

康;增强对社会空间的认知;防止犯

罪的发生

南非 开普敦

卓 越 研 究 中 心

rondebosch 项

目,非洲公共和

非 机 动 交 通 部

门,南非全球道

路安全伙伴

相对完善的评估体系
作为贫富社区的干预措施;促进儿童

独立出行

1.2 步行巴士的实施意义

步行巴士的安全性和可实施性得到各国的认可,其社会意义对于解决不同国家的社会问题有着积极

作用.健康的儿童是能自由进入和使用城市空间,以合理、正常、独立和安全的条件在社区自由活动[10].
步行巴士计划让儿童步行重回城市街道,积极开展步行巴士活动的城市,获得“儿童友好城市”的认证度

高,具有良好的政策支持和群众基础;而步行巴士又会进一步促进儿童友好型社区的建设和城市儿童友

好度的提升.

1.2.1 促进儿童独立活动性

儿童友好城市亚太网络日本支部法人、儿童公众参与研究专家、千叶大学木下勇教授20年来持续研究

城市儿童世代地图,记录了四代人儿童时期的游戏范围,发现儿童被允许独立出行的距离越来越近,独立

玩耍的范围越来越小[11].儿童的独立活动性研究始于1970年的英国,1990年在德国继续开展,其后在南

非也进行了一系列实践.Hillman等人①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儿童独立活动性不同程度地呈下降趋势,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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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illman,M.,Adams,J.andWhitelegg,J.OneFalseMove:AStudyofChildrensIndependentMobility,PolicyStudiesInstitut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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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德国、日本、芬兰、英国的儿童独立活动性最高,其中德国、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正是通过实施步行巴士

活动来提高儿童独立活动性,提升社区的儿童友好度.此外,步行巴士采用同龄人结伴出行的方式,也促进

了儿童的独立活动性.

1.2.2 增强儿童的社会安全感

对于儿童社会安全的担忧,主要来自陌生人威胁和交通安全隐患,诸多研究表明,10岁以下的儿童独

立上学比例并不高.步行巴士可以平衡儿童独立出行和车辆交通的关系,减少陌生人威胁,其实施可有效

缓解家长的顾虑,让更多居民熟悉儿童,并促进交通减速和交通安全设施的改善;也可让公众转变观念,

明确“儿童友好型”社区的服务对象不只是儿童,而是以“儿童友好型”作为指标,提升整个社会环境的品质

并为所有人服务.在公众达成共识的社会背景下,有利于形成相互依存的社会观,增强对儿童的社会责任

感,共同守护儿童的安全,创建友好共融的和谐环境.

1.2.3 营造儿童的社区归属感

儿童的活动能成为成人交往的纽带,活动频率的增加使户外交往的概率增大.在步行巴士计划中,儿

童充分发挥良性媒介的作用,有助于扩大家庭的交往圈、实现邻里互助、减轻家长负担、减少犯罪行为.同

时,社区感与社区信任、社区参与正相关[12].通过睦邻关系营造儿童友好型社区文化氛围,儿童的社区归

属感、认同感和社区公众参与意识随之增强,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和对社区空间的自由使用.

1.2.4 提高儿童社会认知能力

儿童有独自探索的自由和权利,儿童自身的独立活动能力远远高于成人允许的范围.对于儿童而言,

独自在拥挤的街道上行走或骑行、横穿马路、搭乘公交车和电梯等,都充满冒险和乐趣.步行巴士可作为儿

童突破社会认知的途径,增强空间识别能力和场所感,引导儿童接触真实的世界并亲身体会社会环境之间

的联系与方位感的辨别,鼓励儿童融入社会、培养儿童独立活动的能力.

2 幼儿步行巴士的案例实践

步行巴士目前在中国还没有推广,受众认知度很低;而针对4~6岁幼儿开设的步行巴士在世界范围内

非常少见.相关研究显示,低龄儿童已经能表达他们对于居住环境的需求,并体现出其高于成人许可的独

立活动能力.为增加幼儿的交通安全意识、鼓励儿童主动认知社会空间、解决幼儿步行上学的实际问题,以

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学生作为研究试点,开设“西大幼儿步行巴士”.

2.1 实施对象与区域现状

重庆市北碚区为重庆市主城区之一,常住人口78.62万人(2015年)①,教育资源优越,目前全区共有

合格幼儿园91所(2015年),其中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是全区两所市级示范幼儿园之一②.

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南校区小、中、大班3个年级共6~7个班(各年度入学人数有变动),每个

班约有60%以上的儿童居住在学苑小区.每天早上7:40-8:10这半个小时内,有一百多名儿童在

家长护送下,从小区出发到达幼儿园,而此时段与上班高峰刚好重合.学苑小区大门距离幼儿园约

0.4km,步行时间5~8min,经过3个路口,包括两处市政道路和一处社区道路,人车混行,交通安

全状况令人堪忧(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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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重庆市北碚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碚区统计局[引用日期2015-05-16].
重庆市北碚区教育委员会http://www.bben.cn/index.php/cms/item-view-id-15934.shtml2017-6-5.



表2 步行巴士线路交通情况分析表

路口名称 区域位置和交通状况图 实景照片 道路级别 交通设施状况 现状情况 危险指数

① 将 军

路路口
城市道路

有 斑 马 线

但 无 红 绿

灯

车 流 量 大,上 班

上学 高 峰 期 行 人

众多,人车混行

高

② 斑 竹

村路口
城市道路

有 红 绿 灯

和斑马线

车 流 量 中 等,但

红绿 灯 未 根 据 上

学线路设置

中

③ 幼 儿

园 大 门

外路口

社区道路
无 任 何 安

全设施

车流 量 在 幼 儿 上

下 学 期 间 较 多,

主要 为 家 长 接 送

车辆、驾校车辆、

居民区上班车辆

中

2.2 案例实践研究

“西大幼儿步行巴士”于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正常运行一年(雨天、幼儿园活动日、节假日除外),
实施频率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步行巴士运行超过3~4个月被视作评估的有效期[12].

本研究借助观察追踪、问卷调查、儿童绘画、认知地图、一对一访谈等方式,从参与者的满意度和转

变、方案优化与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几方面,分析幼儿步行巴士的实施情况.共计43名参与者,约占总数的

30%(“总数”指目前该小区就读西大幼儿园儿童的数量),问卷调查表返回率88.4%.尽管样本数量较小,
但结果指明了步行巴士成为一种交通系统的可能性[13].
2.2.1 参与者对活动高度认可

家长作为活动的参与者和重要决策者,对于新事物的认知直接影响活动的顺利开展.儿童尤其是学龄

前儿童的活动组织,首先需要获得家长的支持.虽然81.6%的家长表示此前完全不知道“步行巴士”,但均

高度评价步行巴士的实施方案,特别在运行线路(94.7%赞同)(图1)、开车时间(86.8%赞同)、活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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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非常满意)、安全责任书(100%完全赞同)等方面的认可度高.

图1 步行巴士线路图(作者自绘)

儿童作为活动的主要实施对象,其主动参与的意愿较高(图2和图3).74%的成员每周定期参加,次数

不等,30%以上每周固定参与3次及以上(图4).儿童对步行巴士持有浓厚兴趣的原因主要在于角色扮演的

乐趣和相关附属活动的开展(图5),符合该阶段儿童的行为心理特点.

图2 幼儿步行巴士过马路情景

图3 儿童参与频度分析图
图4 儿童参与步行巴士手册绘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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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路线途中的交通协勤和司机、社区居民和幼儿园教师也是该活动的重要支持者.通过访谈显示绝大

部分人均愿意配合,鼓励活动的持续开展.

图5 儿童喜欢步行巴士的原因汇总分析图

2.2.2 参与者的良性转变

受访者中18.4%的儿童偶尔用私家车、摩托车或

自行车护送.步行巴士开设后,100%的参与儿童坚持

完全步行上学.大部分家长们认为,步行巴士计划能

够有效促进儿童集体意识的培养、儿童行为的规范和

自律性的增强(图6).参加步行巴士的儿童,最显著

的变化在于交通安全意识明显提高(68.4%),其在规

则遵守、协调互助和自觉起床等方面也体现出良性转

变.对于提高儿童社会空间的使用和认知方面,在短

时间内很难呈现出显著的变化,但通过“我的步行巴

士绘画”活动,部分儿童能够清晰地表达步行巴士线

路、交通空间和社区环境等元素,反映出步行巴士能

促进儿童的自我发展;在“步行巴士线路优化”活动

中,参加步行巴士活动频率高的儿童,体现出较强的空间认知能力,对于线路的选择更富有主见.
同时,家长们也成为活动的直接受益者.很多家长认为该活动不但有助于结识更多的家长朋友、增强

社区凝聚力,还能获得更加轻松快乐的亲子交流时光.
2.2.3 方案的优化与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方案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图7).首先,家长们对“参与者不固定、联络不畅”表示极大不满,
其主要原因为雨后地湿、天气变化病儿增多、节假日收假后作息时间调整等,后期通过建立活动群、发布

值班表的方式,有效缓解了该问题.其次,“孩子难以按时到达乘车点”也是家长头疼的难题,尤其是“司机”
和“乘务员”的迟到导致发车时间推后、影响入园用餐,而当班人员的临时缺席直接影响活动的正常开展.
通过与家长的多次沟通,让家长重视幼儿阶段集体观念的树立和守时意识的培养,协助儿童合理安排时

间,并结合一些奖励机制,减少迟到现象.对于其他问题,也提出了相应解决措施.
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更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幼儿步行巴士得到了西南大学校工会的重视,由校保卫处和

幼儿园积极协商制定相关方案,采取交通整治、高峰期加强监管和疏导、扩大在家长群中的宣传等途径,
改善幼儿园门口的交通安全状况,为儿童出行提供有利条件.

图6 儿童参加步行巴士后的转变情况汇总分析图 图7 问题汇总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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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步行巴士计划的关键策略

3.1 获取政府支持,改善道路安全设施是根本

市政部门应加大投资建设,督促交通减速制度的实施;优化校区周边的市政设施,完善步行道、增设

斑马线和红绿灯、补充减速慢行标识牌、维护电线杆/井盖/盖板明沟等设施、修补铺装、清除障碍、修剪高

大乔木;同时加强儿童对公共空间使用程度的研究,鼓励更多的社会交往和儿童游戏空间.因交通减速浪

费的时间,换取的却是人们的健康与幸福.

3.2 改变公众观念,普及相关概念是基础

提高“儿童友好城市”以及“儿童友好型社区”等相关概念的普及度,并通过步行巴士计划及相关活动,

强调步行巴士计划与创建儿童友好城市的关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以获取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倡导成人

采用步行、骑行和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对于这些儿童友好出行方式的高频率使用,尤其是对步行系统的

利用,将给儿童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保障儿童享受独立安全步行的权利.

3.3 促进儿童参与,实现儿童权利是核心

儿童有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包括儿童有权对影响他(她)的任何事情发表意见.儿童参

与城市规划,并在地区决策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当成人学会尊重儿童的意见,停下脚

步俯身倾听儿童的声音,你会接收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讯息.促进儿童权利的实施,加强儿童公众参与,是儿

童友好城市的中心思想.步行巴士计划提高了儿童对道路的使用权,为儿童获得更多独立活动的“许可”奠

定基础;也让儿童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环境的;同时,每一个环节都让儿童参与进来,增强

儿童主人翁意识,鼓励儿童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步行巴士计划才能够可持续性的发展.

3.4 结合实际情况开设步行巴士

各城市、各学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身特色的步行巴士计划(图9).步行巴士的形式可以为全

步行、步行+公共交通、步行+校车等不同开设方式,开设频率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实施过程

中,注重发挥家长和志愿者的积极协助作用;通过培训增强家长对活动的理解和实施的安全性,以及规范

儿童交通安全行为和树立儿童时间观念;建立家长交流平台,保持顺畅的联络;与物管/社区、幼儿园积极

沟通,为活动开展、物品存放和站牌设置等提供便利.

图8 实施方案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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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 结

步行巴士计划是通过儿童和家长的实际行动,呼吁社会关注儿童交通安全的一种手段,是提高儿

童独立活动性和社会认知能力的开端、增强儿童社会安全感和社区归属感的途径,也是从社区开始营

建儿童友好城市的起点.从政府到公众、从社区到校区都应重视其存在意义,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然

而,这仅仅是一项儿童的日常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城市中汽车的主导地位,对于减少儿童交通安

全事故、缓解交通拥堵等方面,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在更多的社区中推广,以实现儿童

友好城市的建设.

此外,城市化的高速推进带来交通设施的不完善性、人口的流动性等社会问题,令城乡结合部地区的

儿童时刻面临交通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威胁;在居民凝聚力较强的乡村,儿童步行上学距离更远,道路安全

性更低.步行巴士可以作为一种有效途径介入,增强当地社区的儿童友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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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UnitedNationshasadvocatedbuildingChildFriendlyCities(CFC)foralongtime.With

thisbackground,somecitiesinChinahavebeguntopayattentiontoconstructingCFC.Thispaperex-

poundsthedevelopmentandsignificanceofthewalkingschoolbusprogramand,combiningwiththecase

study,analyzestheimportantvaluesofthisprograminimprovingroadsafetyfacilities,changingthepub-

licopinion,promotingchildren'sparticipationandembodyingtherightsofchildren.Then,thispaperpro-

posesastrategyforChinatoimplementthisprogramsoastoimprovecommunitychildren'sfriendliness

andprovidereferenceforbuildingCFC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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