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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幼儿园教育就是要求通过幼儿园内的空间环境来丰富儿童的教育内容,使儿童完全展现自主性,从而促成儿童

自身的发展朝着理想的方面不断进步。在这种适宜的空间环境必要条件中,才可以最大程度的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和促进幼

儿的成长,使施教者和儿童能与之在空间环境的互动中共同学习、发展。 

[关键词] 课程；游戏化；空间环境设计 

 

1 “空间教育者”理念对幼儿园空间环境设计的启发 

当代教育工作者越发重视教育环境,因为它可以组织和

增强施教者及幼儿之间的愉快关系,创设一个良好的环境使

得教育活动变得更加完美。由此可知,环境的变换能够激起

社会、情感关系的调和,并加强学习的才能。洛利斯·马拉

古齐和雷吉奥其他教育工作者们开展了最初的幼儿学前教

育。经过他们几十年的辛苦经营后,在当地形成了一套全新

的理念,并形成了与之配套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后来闻名世

界的“瑞吉欧·艾米莉亚教育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人们更

加意识到儿童的早期教育应该是在与环境、教师、儿童的交

互中进行的。在空间环境中的相互影响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所体现：(1)在发展与学习之中同时存在；(2)存在于空间

环境和儿童之间；(3)它发生在思想和行动之间；(4)发生在

个体之间。 

其中,在空间环境与儿童的之间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

现环境对于幼儿在校园内的成长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

色,可以说成空间环境是儿童在幼儿园的第三任老师,从而

肯定了环境布置对于幼儿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主要

有以下几点：①为了能让儿童能更容易更好的去了解空间中

的含义,培养他们对空间的感受和了解,创造了一种全新的

模式。②从而也强调了空间环境与幼儿教育之间的关系。③

鼓励儿童多去接触环境,从环境中学习。环境的创设都是为

了儿童可以在一个放松中的环境中,可以锻炼儿童的社交能

力,培养积极健康的人格。 

2 幼儿园空间环境设计原则 

2.1体现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也就是教育目的,当前阶段的教育目标就是培

养青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而创造空间环境作

为重要的一项措施,教育工作者应充分加以应用,以此来鼓

励儿童自发的去参加各项活动。空间环境作为当下幼儿教育

中重要的一环,必须与当前时代目标一致,这样才能使教育

目标更好的完成。 

2.2重视幼儿的参与性 

为了能提升儿童在日常学习中的参与感、主人翁意识,

培养责任心,教师应该有目的的组织儿童参与环境创造的相

关活动。往往在实践中证明,儿童能在参与空间环境布局中

对儿童产生很大的积极作用。通过生动的活动设计,他们更

容易感兴趣,更能接受,从而越能达到施教者预期的效果。 

2.3注意材料的丰富性 

在当代幼儿教育中,教师应该更加注重儿童与各具象实

物的交互。首先,我们应该给儿童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让儿童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其次在幼儿园环境

布置中,我们应该多用鲜艳活泼的元素,尽量让校园内环境

活泼、丰富多彩,与此同时还可以在成长阶段初期培养儿童

的审美能力。 

3 幼儿园空间环境创设的策略 

3.1幼儿园物质环境装饰中的策略 

3.1.1幼儿园物质环境装饰中的色彩策略 

对于幼儿园内的空间环境设计,首先注重的应该是在色

彩上,最终效果应该是能够给予幼儿以视觉上的美的享受。

对他们来说,欣赏、借鉴和表达自己是很方便的。一般情况

下,儿童都会倾向于选择明亮活泼的颜色,性格活泼的孩子

能在多种色彩的变化中找到节奏并产生共鸣。我们在为儿童

们创造鲜明跳跃的色彩的同时,也应该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性,

尽量多运用大的色块,使之既具有局部美,又具有整体协调

美感。解决幼儿园内墙壁内容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是个不容易

解决的问题,主旨应为环境更具有艺术性。 

3.1.2幼儿园物质环境装饰中的造型策略 

幼儿园空间环境中的绘画设计应针对受众来具体分析,

幼儿园中的受众主体多为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我们就要多

运用儿童易接受的色彩、元素,以此来感染幼儿。简洁、可

爱、活泼、具象的造型最能吸引儿童,因为幼儿园内儿童一

般还处于视觉模糊阶段,其可爱、具象造型才能更容易被其

接受。简洁的艺术造型,更容易让孩子们理解和接受,从而可

以更好的去感知。如果可以在设计中添加一点更加突出的特

点,譬如说生动、俏皮的细节,如大大的舌头、长大嘴巴的靴

子,开怀大笑的小丑,孩子们可能会惊呆,会十分感兴趣。这

种绘画设计也有另外一方面的好处,由于其简单的造型,操

作起来相对方便,正好与幼儿园环境可以快速频繁的更换相

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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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幼儿园精神环境的创设中的策略 

幼儿园精神环境主要指在幼儿园中的整体氛围,主要体

现在教师与儿童的互动、沟通、相处方式等各方面。幼儿期

是心智等感官还未成熟的年龄段,相较而言,在一个相对轻

松的环境中,儿童会更容易产生安全感,进而使其具有自信,

促进其身心成长。就儿童的日后成长而言,精神环境的积极

向上影响着幼儿今后的社会成长。 

3.2.1教师的态度与身份 

教师总是以好朋友的身份,能通过友好的语言、平等的

态度与幼儿交流。因为没有师生等级关系的心理环境更有

利于幼儿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及身心的健康成长。教师在与

儿童的沟通中,往往会采取一种好朋友的态度,小朋友不会

感到压力,往往更有利于师生之间和谐的关系,同时这种交

流方式也有利于儿童的情感培养,更容易与他人去交流。教

师得以一种民主态度与儿童相处,不抑制儿童思想,鼓励其

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使儿童能在一个健康的情感环境中表

达自我。 

3.2.2引导幼儿间的相互交往 

教师在教育儿童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去引导幼儿之间去

积极的相处,教师应提供一个积极的环境,从而使幼儿可以

更易融入之中。(1)引导幼儿学会交流思想及感情。教师应

正确引导孩子们表达出对某事的感受,学会去观察其他小朋

友的表情,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等。这有助于孩子的同龄人

理解他人的各种需要,然后产生帮助、合作和其他行为。使

儿童可以学习到如何正确的回馈他人。(2)营造同龄人相互

关心、友好相处的氛围。例如,当玩游戏时,玩具应该被分享,

当人们偶然遇到别人时应该说“对不起”。教师应积极鼓励

儿童之间沟通,从而让他们体验到成功的乐趣,增强儿童的

自信心和积极性。 

3.2.3教师之间的交往 

教师之间的互动是幼儿同伴之间互动和社会行为的一

个重要的学习榜样,教师应以身作则。 

教师之间应该相互关心,合作,从而给儿童营造一个良

好的氛围,互相帮助将为幼儿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从而更

能轻松激发他们积极的社会行为。 

3.3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师幼互动的策略 

3.3.1环境装饰中的师幼互动 

环境与儿童在校内的学习、课间活动紧密相关。为了能

够让孩子们能对教学活动更容易接受,引导孩子们去学习和

探索,教师们在幼儿园教育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经常使孩

子们学到他们渴望学到的东西,积极地关注、尝试。为了能

满足儿童好奇心强的这一特性,也为了使接受能力有限的儿

童有更多时间去消化,教师应把知识更多的保留在环境中,

能让孩子能在环境活动中学到知识。我们所处的环境中许多

作品不仅仅可以用来装饰幼儿园,也可以更好的去应用于教

育之中。例如,我们可以将地图画在墙上,让孩子们了解世界,

也了解中国。当然,教师应该去肯定不同儿童对于学习的不

同反应。在环境与教师和儿童之间的互动中,两者应该是一

种相互融合、促进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应该是幼儿

园教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3.2环境创设中的师幼互动 

在安排幼儿园活动场地时,教师应该根据不同年龄段的

儿童设计出部分合作任务,能让儿童能参与其中,让他们能

在活动中体验到合作的意识,加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提高

他们的参与感,而不是单纯的一起玩乐。我们设计的环境大

部分都有两个组成部分,空间可以由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创

造。最困难的部分应该由教师来操作,而较为简单的部分则

留给儿童操作。同时,教师可以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儿童的水

平灵活地增加或修改部分操作内容。鼓励孩子充分想象自由

的表演。这时,环境中的工作就会像孩子自己一样,孩子就能

真正融入环境中。 

4 结语 

随着幼儿教育理念的逐步发展,幼儿教育从传统的单向

教育模式向双向交流模式转变,更加注重教师与儿童的交流,

环境与儿童的交流,培养儿童各方面均衡发展。幼儿园空间

环境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应转型为寓教于乐,使儿童

能在游戏中学习到东西。教育工作者应该多从儿童的角度出

发,多思考儿童的思维、交流方式,而不是以教师为主体去传

授知识,应增加教师与儿童、儿童之间、儿童与环境互动的

部分,其最显而易见的载体就是幼儿园环境的设计,可以使

儿童在幼儿园内潜移默化中培养出积极向上的人格,让儿童

在幼儿园内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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