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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社会与工业发展"噪声污染问题越来越不容忽视%幼儿园的噪声污染不仅严重危害到幼儿的健康成长"更会带

来一些潜在的病理性危害%幼儿园噪声主要来源于幼儿园内噪声和幼儿园外"其噪音具有广泛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给整治

增添了一定的难度%其解决方案不仅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法律法案对噪声治理规范化"还需加大多部门的协作认同与支持"

更需幼儿园工作者对园内噪声问题的重视与解决落实%

关键词!幼儿园!噪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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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环境问题日益突

出"噪声作为一种潜在的污染正损害着人们的身心

健康和生活质量%幼儿是祖国的未来"承担着建设

祖国明日的重任"也承载着家庭的希望"故保护其健

康显得尤为重要%鉴于幼儿各个器官发育相对不完

善"心智不够健全"自我保护意识淡薄"更需要引起

家长与社会足够的重视并投入更多的呵护%

幼儿园是对幼儿进行保育与教育的场所机构"

其环境对儿童的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

.

"它不

仅能够给儿童带来快乐"同时能影响儿童的认知能

力$身体健康-

!

.和社交能力-

&

.

%幼儿园的经历也能

够深深地影响着儿童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

成%目前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了幼儿园硬环境对儿

童的影响"如室外空间-

%

.

$体育活动-

G

.

$园内师资力

量-

I

.等%

a4

Q

4E

QQ

4+Vm*94

研究了幼儿园硬环境

与性别对园内幼儿成长的影响%他们认为幼儿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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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能够深深地影响儿童成长-

A

.

%然而"伴随

幼儿园周边环境的建设"以及大部分幼儿园地理位

置处于较繁华的市区地段"噪声污染日益严峻"严重

摧残着幼儿的身心健康"对于幼儿全面发展极为不

利"且与办园宗旨相违背%目前国内外大多数文献

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到了幼儿园的硬环境$水和大气

等污染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且大多数都是停留于理

论阶段"而对幼儿园软环境中噪声污染的研究相对

较少%这与幼儿园噪声污染具有其相应的隐蔽性有

关%目前国内外文献对噪声的界定存在多样化"且

没有明确的定义%从心理学上可认为噪声是一种听

起来不和谐$令人烦躁的$影响人的身心健康且人们

不需要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一种感觉危害"人们通

过感知觉来感知和判断"其使人心烦意乱"躁动不

安"并可导致相应生理负反应!从物理学上看"噪声

是各种不同频率和强度的声波无规律的杂乱组合"

其波形呈现无规则变化"具有音高和音强的特点"妨

碍人的正常休息$学习和工作"且分散人的注意力%

本文旨在引导人们关注噪声对儿童的影响"重点综

述噪声的来源"着重分析噪声对儿童的危害"并提出

可行的解决之道%研究结果可丰富降低噪声污染的

理论体系"完善解决噪声污染的可行方案"对幼儿园

建设者$学前教育实践者$幼儿监护者以及幼儿研究

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幼儿园噪声来源

幼儿园噪声来源十分广泛且复杂"主要包括内

部产生的噪声和校外传入的噪声%校外传入的噪声

可能是来自交通工具$工业$工厂噪声和学校以外的

人的声音%

#一$园内噪声

幼儿园课堂是幼儿园玩耍和嬉戏的重要场所"

幼儿在园时光大部分都在此处度过"园内环境对幼

儿的性格养成和人生观的建立均有重要影响%

/024-O

等-

$BC

.跟踪研究了
#%"

所幼儿园的噪声来

源"最后发现园内噪声&包括课堂噪声和教学设备'

是幼儿园噪声主要来源%

#@

课堂噪声

课堂上教师讲话声音的大小$小组活动的讨论

以及其他幼儿的吵闹声均能构成噪声%当教室空旷

时"其噪声主要其他外部声音传播过来的"大小在

!&

到
GGOV

&

=

'之间-

#"

.

%当教室有课堂时"教师的

讲话水平在
%"

到
$"OV

&

=

'之间-

#"

.

%不同的教师

说话的声音大小不尽相同"与幼儿之间的距离有关%

!7

的范围内平均声音在
I"@#OV

&

=

'

-

##

.

%

!@

教学设备和其他噪声

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的玩教具&如大型的玩具汽

车$手枪等'由于设计缺陷会产生噪声%玩教具中产

生的刺耳的声音对耳膜具有一定的潜在影响"而这

种不利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已有数据表明目前世界

上患有耳聋和听力减退者超过
A"""

万人"大部分来

是童年所受的噪声影响%此外"班级里的风扇$电脑

设备和园内广播等都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噪声%幼

儿园里的电脑等设施同样能够给幼儿带来噪声的

影响%

表
#

!

不同玩具所产生的噪声(

#!

)

玩具的类型 噪声量大小(
OV

卡嗒声和吱吱声的玩具
&

##"

吉他$鼓$喇叭
&

#!"

玩具电话的铃声
&

#!C

扩音玩具
&

#&G

研究发现"其他的噪声来源如学校屋顶雨水落

在轻量级的噪声"也可分散幼儿的注意力%

#二$园外噪声

园外噪声来源甚广"主要与幼儿园的地理位置

息息相关%

#@

交通噪声

这是由各种交通工具在运行中产生的造成环境

污染的声音"涵盖了陆路交通$航空交通和部分的铁

路交通-

$

.

%在
!"""

年由
/024-O

和
K(NT*4--

-

$

.做的

一项调查发现"校外的噪声源主要是汽车&占比

$Ii

'"飞机&

G%i

'"卡车&

&Gi

'"公共汽车&

!%i

'"

还有铁路噪声&

##i

'%

K(NT*4--

还还研究了航空噪

声对幼儿园的影响"他认为偶尔掠过幼儿园上空的

飞机或多或少也给幼儿园师生造成了一定的

烦恼-

#&

.

%

闹市区和老城区的幼儿园"由于地理位置的影

响"交通噪声对幼儿园的影响大于其他幼儿园%

!@

生产噪声和日常生活噪声

幼儿园一般处于市中心等繁华地段"通常充斥

大量的工业噪声和居民噪声%工业噪声是指建筑在

施工过程中"挖掘打洞等各种机器工作所产生的杂

乱无章不和谐的声音%其具有音量大"刺耳且尖锐

的特点%幼儿园所在商业区的喧闹"小区内各项娱

乐的都会对附近的幼儿园产生一定的噪声污染%

此外"家长之间及家长和教师之间交谈难以控

制音量"以及入园困难的幼儿哭闹声"这些都会直接

间接产生噪声%

总之"幼儿园噪声来源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其

来源范围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还需要科研人员的

调查研究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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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园噪声对幼儿危害

根据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噪声对幼儿的影响

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即生理方面"行为方面以及认知

方面%

#一$生理方面

#@

听力障碍

较大的噪声量会导致幼儿的听觉敏感度下降$

阈值升高$语言接受能力和信号辨别力下降"甚至会

引起耳鸣和失聪%短时间接触噪声"主观感觉耳鸣"

听力下降"检查时发现听阈提高
#"OV

以上"但在噪

声停止后数分钟内可恢复"这种现象称为听觉适应

&

,+O2;(*

<

,O,

>

;,;2(+

'%较长时间处在噪声环境中"

听力明显下降"听阈提高
#GOV

%

&"OV

%噪声停止后

较长时间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听力才能恢复"此

称为听觉疲劳&

,)O2;(*

<

.,;2

Q

)4

'%这种暂时性的听

力下降又称暂时性听阈位移&

DD/

'"均属生理功能

改变%如不采取措施"听觉疲劳继续发展"可导致病

理性永久性听力损失&

JD/

'%

JD/

如果任其发展

到一定程度时"患者开始出现语言听力困难"导致耳

聋%此外"还有因骤然发生巨响或强烈爆震而产生

的急性噪声性听力损伤又称爆震性耳聋&

41

>

-(:294

O4,.+4::

'"可出现鼓膜破裂$内耳出血等%有研究

人员曾经对幼儿的听力测试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

存在由于噪声引起的听力迟钝儿童超过
#Gi

%笔

者曾经对本地幼儿园班级
I"

名幼儿做过简单实验"

在高音值的广播声之后与幼儿进行交流互动"有

&"i

的幼儿表示听不清教师的声音"

!"i

的幼儿对

轻声无反应%由此可见"噪声会影响幼儿对于听觉

信息的获取$贮存跟加工提取%

!@

非听觉损伤

非听觉损伤效应"也称为噪声性躯体效应"指的

是噪声而引起的听觉器官以外的其他身体损伤"是

幼儿身体对噪声环境下做出的一种应激反应"包括

血管异常"血压不稳$睡眠问题$视力下降"神经紧

张"胃功能下降等%

&@

噪声对心血管和消化系统的影响

噪声能够影响幼儿的血压"对血液收缩压有着

负面影响%目前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噪声会破坏人

体神经"使血管产生痉挛"加速毛细胞的新陈代谢"

从而使幼儿提前进入成熟期和衰老期%

](+

Q

等研

究了幼儿疾病与噪声的关系-

#%

.

%他认为突如其来

的噪声会引起幼儿惊吓和哭泣"心律和呼吸变得不

齐"从而形成潜在的疾病%在消化系统方面"在强噪

声下进食可致胃肠粘膜毛细血管发生极度收缩"使

人唾液胃液分泌减少"导致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容

易患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保加利亚医生在研究

了摄取食物时噪声对人的影响后认为"强噪声会妨

碍食物的消化%如果人们在强烈的噪声中就餐"胃

肠黏膜的毛细血管会发生极度收缩"从而影响胃肠

道的蠕动"使消化液分泌减少%长期处在噪声环境

中"幼儿的内分泌将会失调和血压改变"引起心血管

疾病-

#G

.

%

V,U2:N0

认为"生活在
I"BA"OV

&

=

'的噪

声环境中更容易得高血压等疾病-

#I

.

%

噪声也是癌症的诱发因素之一%噪声会损害人

体的正常免疫功能"使免疫系统处于麻痹状态"导致

癌细胞乘机作祟"引发癌症%肿瘤研究专家进行了

动物试验"将白鼠分别放置在无噪声和强噪声的环

境中饲养&其他条件相同'%

&

个月后"放在无噪声

环境中的白鼠"患癌症的只占
Ai

"而受到噪声危害

的白鼠"却高达
I"i

"间接证实了这一观点%

%@

其他方面影响

幼儿的午睡是在幼儿园里进行的"园内噪声影

响着幼儿的睡眠质量-

#AB#$

.

%波特等人认为环境噪

声会导致睡眠障碍和健康问题%当幼儿受到噪声影

响时"心率加快"神经紧张"容易产生焦虑情绪"从而

增加了幼儿的觉醒次数"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艾伯

哈特的研究显示"儿童对于觉醒次数和睡眠周期的

变化不敏感%在有噪声的情况下"幼儿的睡眠容易

变浅"表现为睡不安稳%由此会导致睡眠不足$大脑

缺氧"久而久之会对幼儿的身体极为不利"产生各种

各样的消极情绪"表现为焦躁不安$紧张$易怒等%

此外"噪声也可使视功能发生异常变化"影响视

力%幼儿的眼睛正处于发展阶段"当噪声在
$GOV

时"视力清晰度恢复到稳定状态至少要一个小时"

A"OV

时只需
!"

分钟"当噪声达到
C"OV

时瞳孔开始

放大"视力明显下降%

V4-(

M

492N

对
$"

名幼儿的调查

表明"噪声在
$GOV

时"红$蓝$白色视野缩小的占

$"i

"说明噪声能影响幼儿的目力视野%

#二$行为方面

与成人相比"幼儿的身体发育相对不成熟"更易

受到噪声的影响%噪声会给儿童带来一定的压力

感"同时也会让幼儿无法控制噪声而形成一种无助

感%长期处在噪声环境中的幼儿会不由自主地焦

虑"形成性格缺陷"如自私孤独与不愿与人交往%已

有文献表明"幼儿长期处在不可控的噪声环境中会

形成某些心里疾病"如习得性无助&

-4,*+4O04-

>

X

-4::+4::

'等%

胡娟等通过采用录像法研究了某幼儿园内幼儿

对不同强度噪声对幼儿的行为影响-

#C

.

%他们认为"

低噪声下"幼儿存在着潜在的行为危害!高噪声下"幼

儿的行为明显趋于不正常%同时不同噪声强度变化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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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明显会让幼儿的行为异常程度不同"且幼儿的

个人行为主要取决于他所处在的整体环境%

#三$认知方面

幼儿的认知能力&

N(

Q

+2;294,U2-2;24:

'是指幼儿

大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它包括了知觉$

记忆$注意$思维和想象的能力%幼儿的认知过程是

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外部环境能够吸

引幼儿的注意力-

!"

.和记忆力-

!#

.

%

噪声对儿童的阅读技能具有负面影响-

!!B!&

.

%

噪声能够导致脑力作业能力下降%幼儿在受到噪声

的影响后"产生短暂的阅读障碍"对于文本的阅读有

退化的表现%

]407,++

等-

!%

.研究表明"噪声组&

AG

%

$GOV

'显著低于正常组&

%G

%

GGOV

'和安静组&

!"

%

!GOV

'的数学计算测试!而阅读理解测验得分"安

静组显著高于正常组和噪声组%冯薪谕-

!G

.研究了

室内噪声对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噪声会导致

认知任务绩效降低%人的认知能力&包括感知$注意

力$记忆力和思维等'均有所下降的趋势%钮文异研

究了
G"

%

IGOV

&

=

'白噪声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

他们认为噪声级
&

GGOV

&

=

'可明显降低受试者动作

反应与心理的协调性"从而大大增高了学习作业的

错误率"进而表现出大脑工作能力&完成测验的质

量'的明显下降-

!I

.

%

三"幼儿园噪声管控

由于我们处在现代化社会"各种噪声无法完全

避免"且相对于其他污染"噪声污染的治理面临复杂

的矛盾"难度甚至更大%目前"针对不同的噪声来源

需要不同的处理方法"有效提高治理的成功率%

#一$政府治理

鉴于噪声对人的各种不良影响"许多国家已经

发行了新的或修订了相关课堂噪声的上限%如欧洲

世界卫生组织&

^aY

'要求的噪声标准%表
!BG

呈现的是各个国家和组织机构所规定的噪声范围%

大多数标准包括学校的不同空间&例如"教室$图

书馆$食堂'的环境噪声水平大小及持续时间%这

种强制性的规定"有利于噪声的查处规范化"是合

理采用噪声控制技术和实施噪声控制立法提供的

依据%

表
!

!

世界卫生组织#

^aY

$规定的学校

最大噪声量和持续时间(

!A

)

噪声量大小(
OV

持续时间(
:

教室
&G "@I

大厅与餐厅
B

#

#

户外操场
GG B

表
&

!

活动室面积的最大噪声量和持续时间(

!$

)

活动室的

面积&

7

!

'

噪声量大小(

OV

"

#0

持续时间(

:

#

!$& &G "@I

!$&

%

GII &G "@A

$

GII %" B

表
%

!

幼儿活动区域的噪声上限(

!C

)

活动

区域

噪声量大小(

OV

"

#0

持续时间(

:

$

G"

人的房间
&"

#

#@"

图书室
&G

#

#@"

食堂
%G

#

#@"

表
G

!

=/a=

和
V=DYK

推荐的噪声上限(

&"

)

=/a=

&

#CCG

'

V=DYK

&

!""#

'

噪声量大小(
OV &"B&GOV

&

=

'

n

'

&GOV

&

=

'

持续时间(
: n

'

"@%

'

"@%:

"

#!GaS

%

%"""aS

食堂
%G

#

#@"

#二$社会治理

在幼儿园附近的交通路口是噪声产生的敏感

区"幼儿园的规划需考虑到噪声的影响"避免后期只

能做一些补救措施来尽量降低噪声的危害"如可在

幼儿园和主干道路之间设置缓冲带"增加绿化的面

积"以达到吸收一定的噪声的效果%市内必须限制

使用高音喇叭"将不同车进行分开"各行其道"限速

行驶%

工业区通常远离城市中心带"但是机器生产所

产生的噪声对附近的幼儿园具有一定的危害"相关

部门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在工

业区旁设置隔音板"厂房内门窗使用隔音材料"安装

隔音玻璃%

#三$园内治理

加强幼儿园噪音管理工作"加大隔音材料的使

用"如包括木质吸音板$布艺吸音板和聚酯纤维吸音

板等!加强园区建筑设计的合理性"如采取双层真空

玻璃结构%合理规划幼儿玩具"尽量选用噪声较小

的幼儿玩具"尽量避免使用噪声大的玩具%合理组

织幼儿游戏"将幼儿分组化"小规模进行"减少组与

组之间的干扰"进而减少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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