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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儿童空间认知能力的幼儿园环境设计策略
!!!基于瑞吉欧教育理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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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瑞吉欧教育体系以儿童为中心$以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为目标$注重培养儿童自由兴趣和人际交往能力$鼓励儿童多

感官地认知所处的生活环境&而幼儿园则是儿童进行感知活动)提升空间认知能力非常重要的环境场所&通过实例调研$发

现创新幼儿园环境设计的方式000利用空间组合)材质搭配和色彩装饰等能够帮助儿童在物体与几何形体之间建立联系$丰

富儿童空间方位识别的体验$引导儿童运用空间方位体验解决问题$从而培养他们的空间认知$启发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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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的-两会.期间$学前教育再次成为

全民讨论的热潮&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儿

童是民族的未来$家庭的希望$要多渠道增加学前教

育资源供给&同时$教育部
!"#$

年工作要点提出将

推动'学前教育法(法律起草修订"第
#&

条#$研究出

台'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和规范发展的意见($推

进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扩大普惠性资源$

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第
!!

条#等一系列推动学

前教育的政策保障&

政府的高度重视无疑使学前教育工作者增强紧

迫感和使命感$尽快着手研究当下学前教育某些现

象的问题之所在&为此$笔者针对我国幼儿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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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现存的问题$依据教育部颁布的'

&BI

岁儿

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的幼儿-感知形状与空间

关系.的教学认知任务$在当前新形势与新政策的支

持下$以培养幼儿的空间认知能力)观察和想象力为

目标$探讨幼儿园环境空间更多可能的设计方向和

方法$提出环境设计建议$以期对今后幼儿园空间设

计提供一些新的设计借鉴&

一"瑞吉欧教育理念的启示

瑞吉欧教育体系发源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

\5

TT

3) 8̀3.3-

$从
!"

世纪
I"

年代开始$教育学家洛

利斯/马拉古齐"

[)+3;_-.-

T

*̂ 3̂

#和当地幼教工作

者经过多年的实际工作和研究形成的一套-独特与

革新的哲学和课程设计$学校组织方法以及环境设

计的原则.

+

#

,

&使它成为继蒙特梭利之后$又一举世

闻名的教育理念&洛利斯/马拉古齐指出%-我们重

视环境$因为环境有能力去组织)提升不同年龄的人

之间的愉悦关系$创造出美好的环境$提供变化$让

选择和活动能更完善&而且环境的潜能可以激发社

会)情感和认知方面的种种学习&.

+

!

,瑞吉欧教育者

强调$环境即是无声的教育者&他们关注环境的创

设$认为幼儿在学习中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和经验$

而是在与所处的环境互动交流中发展自身兴趣)培

养出创造性与主动性$从而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知识

体系&

除了与环境的交流$瑞吉欧教育理念还关注幼

儿兴趣需要)关注学习过程)关注环境和团队协作&

这些理念同时启发了幼儿环境教育该如何创设&因

此$幼儿园的环境设计要以自由)民主)和谐)舒适为

特点$兼具灵活性和激发性$以呼应教学活动进程中

的弹性变化和修正调整+

&

,

&

二"儿童对空间环境的认知过程及其意义

空间认知能力是对感受到的空间关系进行信息

加工的能力+

'

,

$是儿童适应环境的前提&通过研究

儿童认知空间环境时的心理过程$掌握其发展规律$

使儿童在多样化的认知环境下获得交流和自我发展

的机会&

儿童在具体真实的空间中体验活动$同时在大

脑记忆中留下印象$之后随时可以回想起亲身经历

感受过的空间&这一完整的体验过程能够促使儿童

空间认知能力的发展&儿童的空间体验过程分为四

个阶段$即直觉体验)联觉体验)唤醒记忆和反思体

验+

D

,

&儿童进入空间的瞬间体验心里活动称之为直

觉$而接受外界刺激产生第一感受$紧接着是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的交互作用$这个阶段信息

的融合使儿童通过对空间物理特性的感知获得生理

和心理的双重体验&通过对过往空间的回忆$锻炼

儿童空间想象能力&反思是升华阶段$通过对空间

信息的补充与探索$提升和发展儿童空间环境的认

知能力&

德国马克/杜德克进一步讨论能力与环境的关

系&他认为$能力并不是以一种单纯的线性方式发

展的$而是以一种复杂的)内部之间相互影响的极其

丰富的网状结构的方式来发展的+

I

,

&空间认知能力

包括空间观察能力)空间记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

空间思维能力&其中$空间观察能力和空间记忆能

力是空间认知的基础$空间想象能力是完成空间认

知的桥梁$空间思维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C

,

&正

确的引导和教育下$幼儿的感知逐渐完善$观察事物

的目的性)连续性和概括性都将得到锻炼和提高&

通过回忆和语言描绘$逐步发展幼儿的抽象逻辑思

维$通过知识和经验的获取与运用$达到对抽象概念

的分析和综合&

三"幼儿园环境设计案例分析

幼儿园的空间环境绝不是装饰品$也不是硬件

设备的堆砌$而是与教育相互依赖)相互包容)相互

影响$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

,

&因此$幼儿园

的环境设计及其空间的品质是影响儿童这一时期身

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国内对-空间式教

育.相关课题的研究较少!在某些研究中$幼儿园的

空间环境对儿童空间认知能力的影响$还停留在色

彩和家具外形设计上$很多室内空间装饰过渡$或者

是以成人去思考儿童的角度进行布置和装修$导致

空间环境过于单一&

笔者于
!"##

年留学荷兰期间$曾实地考察调研

过荷兰几所当地的幼儿园&他们的许多幼儿园空间

设计很人性化$对儿童行为活动的关注以及在儿童

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的培养方面$均有值得国内幼

儿教育者和设计师学习借鉴的地方&下以荷兰
M35<

c53,

幼儿园为案例进行分析&

图
#

为活动室$设计者对大空间运用充满灵活

性&首先低矮储物柜底部均安装了滑轮$在提供储

物功能的同时可以利用滑轮灵活地分割大空间&梯

形活动桌则体现家具的灵活性$梯形之间任意组合!

两组形成讨论小桌$多组形成长型排列桌$以适应不

同目的和形式的教学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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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共楼梯间$这里体现了设计师选取材

料的多样性和丰富度&楼梯踏步选用木质材料$充

分考虑了儿童行为活动时常常奔跑打闹$木质材料

结合了弹性)温暖和耐磨的特点$保护了儿童行为的

安全&大面积的玻璃砖砌墙面$为楼梯间提供了充

足的日照$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视线通透性$满足了儿

童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图
&

!

图
&

为幼儿园入口的活动准备区$各个空间界面

如地面)顶面)收纳家具的立面等$通过不同色彩划分

了不同功能区域$以及相同功能中不同使用对象的区

域$增强了认知度和领域感&以最直接的感官刺激方

式提高幼儿认知空间界面的能力和领域归属感&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设计者关注儿童本身各方

面能力的培养$重视人性化教育$对空间认知行为和

目的归纳整理后$与环境设计有效结合$创造出了与

幼儿教育理念互相匹配的空间环境&在这样的环境

中$幼儿的某些能力可以得到培养和发展%一方面通

过不同的教学活动$以幼儿为中心$逐渐建立起教师

与幼儿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幼儿通过与他人的协

作$学会接纳与欣赏$使他们能在协作中成长与提高&

四"促进幼儿空间认知能力发展的环境

创设策略

利用儿童的空间认知规律来指导幼儿园环境设

计$运用多种设计方法帮助幼儿在物体与几何形体

之间建立联系$丰富幼儿空间方位识别的体验$从而

引导幼儿运用空间方位体验解决问题&

#一$空间的方向性引导

方向性的空间可以帮助幼儿理解前后)左右)上

下)内外等各个方位的概念&例如$通过半开放式或

柱廊式的走廊空间$一边是教室$另一边是室外景

观$幼儿在走廊中奔跑行走时会产生内外空间的对

比概念!同时$有强烈清晰序列感的廊柱$也会让幼

儿感知到前进和后退&有些幼儿园创新出双排楼

梯$不同高度的踏步双排组合$既适应了不同年龄段

幼儿的踏高$又引导了幼儿探索空间高和低的兴趣&

通过各种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空间引导设计$增

强了儿童的方向感&但是$方向性空间设计也要注

意儿童视线的连续性$儿童在各种空间中活动$同时

也能进行语言和视线上的交流互动$方便了幼儿教

师的监督$提高了幼儿自身的安全性&

#二$空间的多感官体验

感知性空间可以引导儿童通过观察和行为等多

感官体验$提高其对空间属性的认知&如空间的大

小)明暗)形状和界限等&幼儿阶段儿童独特的求知

欲和求知途径$促使设计者以儿童的认知尺度和行

为方式为出发点进行环境设计&在儿童同时启动视

觉)听觉)触觉的空间中$更多的无棱角圆形光滑曲

线$既保护了儿童的行为安全$又提了高他们感知图

形的认识&基于空间功能的色彩设计$可以渲染空

间氛围$配合光线的平衡补充$使空间氛围或安静温

暖或活力多彩&造型和色彩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

的$它们之间和谐合适的搭配$方能突显造型所要传

达的意义&同样$设计者不能忽视儿童对材料本身

的感知力$不同材质的材料拥有不同的触感&如瓷

砖的冰冷触感和木质材料相对温暖和弹性的触感$

将不同材料设计在不同功能空间中$便能达到理想

的空间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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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度的安全性考量

尺度也是幼儿园环境设计中一项重要的参考指

标$儿童需要在特定的尺度下独立完成某些学习活

动$各项相关的设计都应控制在儿童的尺度需求范

围内&从儿童的行为安全考虑$如家具中柜子)桌椅

等的高度和宽度$栏杆的高度和间隔距离等$都不能

以成人的标准而要依据这一时期儿童的身体机能发

展和行为模式$设计者需要对儿童在奔跑)躺卧或攀

爬等行为时的目光视线高度$密切关注和细微考量&

#四$空间的渗透与灵活性

儿童成长阶段的特殊性$使他们的注意力很难

连续长时间关注在某一件事物上&结合儿童兴趣点

转移快的特点$只有不断变化教学活动和项目$才能

使他们一直保持探索的兴趣$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

创造性&那么$怎样的环境和空间设计才能够触发

儿童的思考)认知和思维重构呢3 首先$空间以自由

灵活的方式改变$从分割)重组)边界限定)围合方式

等入手$使教学活动如学习)游戏)交流和休息可以

在同一空间下利用开放与封闭达到功能的多样性!

其次$边界的界定方式可以多样化$如用家具)玻璃

半墙或活动隔板等增加过渡性空间$这些分割方式

不阻碍视线)声音和光线的穿透$达到更自由交流的

目的$由此空间认知的过程在这种设计下丰富化和

多样化$认知特征也就富有逻辑性和激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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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尊重差异'进行个别化指导

幼儿的身心发展具有差异性$每个幼儿的认知

能力和社会性水平发展是有差异的$教师在组织定

向运动中往往只关注幼儿普遍的发展情况$而对一

些发展相对较慢的幼儿缺乏关心$造成了运动过量)

幼儿失去兴趣等不良现象&因此尊重幼儿发展的差

异性$耐心地对发展较慢的幼儿进行个别指导$保持

幼儿对运动的兴趣&同时$定向运动也应根据不同

年龄班幼儿的心身发展规律进行内容)规则的设置$

从而使该运动更好的在幼儿园开展&

总之$定向运动作为一项体能与智能相结合的

体育游戏$在幼儿园开展具有一定的适宜性&在发

挥其本身特点的基础之上$结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和'指南($实现定向运动的儿童化)游戏化&幼儿能

够在玩中获得经验)获得乐趣$在玩中养成良好的学

习品质$从而真正地促进幼儿的发展$让游戏点亮幼

儿的快乐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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