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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幼儿视角的室内环境创设优化

崔淑婧，田兴江

（重庆文理学院教育创新研究院，重庆 402160）
摘要：基于幼儿视角审视幼儿园室内物质环境创设有助于促进幼儿主体参与及提升环境创设质量。采用马赛克研究范式，通

过参与式观察、儿童摄影、儿童绘画及儿童之旅等方法研究幼儿眼中的室内物质环境创设过程及体验。研究发现：幼儿在室内

环境中积极情感体验较多，渴望参与环境创设；幼儿眼中室内物质环境创设的参与主体是多元的，幼儿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材料

制作过程中，而在环境创设的计划及决策过程中主体性缺失。主要优化策略包括：第一，幼儿园室内物质环境创设应注重幼儿

兴趣、幼儿作品的公平展示和材料的美感；第二，在环境创设的计划及决策过程中应采取多种方式了解及考虑幼儿的想法，从

而真正充分发挥幼儿参与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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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Indoor Environment Creation Based on Child’s Perspective
CUI Shu-jing，TIAN Xing-jia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Chongqing 402160，China）

Abstract: Examining the creation of indoor physical environments in kindergartens based on children’s perspectives is helpful to en-

hance children’s subj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enhanc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creation. This study adopted the Mosaic ap-

proach，by us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children’s photography，children’s drawing and child-led tours，to investigate process

and experience of creating indoor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children’s eyes.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ldren held positive emotional ex-

periences in the indoor environment and were eag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subject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the indoor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the eyes of children are multiple，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material，however，the subjectivity is missing in the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creation of environ-

ment.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proposed by the study include: children’s interests，fair display of children’s work and the aesthet-

ic of materials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the creation of indoor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tens. Meanwhile，diversified ways

to understand and consider children’s opinions are necessary for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 cre-

ation so that the subjectivity of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can be truly given full play.

Key words: children’s perspective; indoor environment creation; Mosaic approach;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一、问题提出

幼儿园室内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是隐性的教育资源，发挥重要的教育功能。其

中，静态的室内物质环境对幼儿会产生直接影

响，如促进幼儿认知、审美能力等方面的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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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幼儿作为主体在参与室内物质环境创设的

过程中自我意识、社会性、合作能力等方面也得

到发展［2-3］。已有关于幼儿园室内环境创设的实

证研究多以环境本身或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通

过对室内环境进行观察分析以及访谈教师的方

式，从研究者本身及幼儿教师等成人的视角来研

究室内环境创设［4］。然而，国内外已有研究发现，

在幼儿园室内物质环境创设中，幼儿的想法极少

被教师考虑在内，幼儿的主体性体现不充分［4］。

作为重要的室内环境创设主体的幼儿的视角也

鲜少有研究涉及。

然而，“儿童视角”的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

义，一方面有利于我们了解儿童作为主体在教育

中的观点及看法，它是一个从“儿童发现”到“儿

童发声”的过程，强调幼儿在教育中不应该是“被

看见”，而是作为主体“主动现身”［5］。另一方面，

“儿童视角”的研究也是儿童权利的体现，正如儿

童权利公约第 12条提出，“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

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

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

待”［6］。近年来，以上儿童权利的倡导也在我国

学前教育研究领域逐渐体现，儿童作为研究主体

的新趋势显现，许多研究者开始基于“儿童视角”

“幼儿视野”来研究学前教育中的基本问题，主要

涉及区域材料投放、区域活动等研究内容［7-8］。这

些研究对于提升幼儿园区域活动质量及幼儿主体

性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持。然而，已有基于“儿童视

角”或“幼儿视野”的国内研究中，较少涉及与幼儿

园室内环境创设有关的内容。因而，有必要从幼

儿视角出发，了解幼儿作为重要主体，身处幼儿园

室内物质环境创设中的体验及想法。同时，了解

幼儿视角下的幼儿园室内物质环境创设对于提升

环境创设的质量及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性具有重

要意义。

本研究旨在了解幼儿视角的幼儿园室内物

质环境创设，探究包括幼儿对身处其中的室内物

质环境的体验和认知及幼儿如何看待幼儿园室

内物质环境创设的过程两个核心问题。为真正

“倾听”幼儿的声音，本研究采用马赛克研究范

式，通过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赋予幼儿自由表达

的机会，收集幼儿眼中与幼儿园室内环境创设相

关的实证资料，从而为提升幼儿园室内环境创设

中的幼儿主体参与提供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目的抽样的方式选取重庆市H幼

儿园中班（后文用“Z班”代指）作为研究对象，其

中 20名幼儿参与了本次研究。H幼儿园为省级

示范园，重视幼儿园室内环境创设，符合本研究

的取样要求。为了保护研究中相关人员的隐私，

对涉及到的人员姓名做了匿名英文缩写处理，见

表1。
表1 参与研究的幼儿的信息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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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是否参与

观察
是否参与
儿童绘画

是否参与
儿童摄影

是否参与
儿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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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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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是否参与

观察
是否参与
儿童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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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参与
儿童之旅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英国学者艾莉森·克拉克（Ali-

son Clark）和彼得·莫斯(Peter Moss)提出的马赛

克研究范式，通过“倾听言语能力有限、表达方式

与成人截然不同的”［10］幼儿的声音，来了解儿童

视角下的幼儿园室内环境创设过程。运用多元

的方法来获取与幼儿相关的各种细节，通过这些

细节构成与幼儿相关的单个片段，再将多样的片

段汇集到一起，最终勾勒出一幅关于幼儿经验的

完整图像。这种范式主张幼儿是“他们自身生活

的专家”，有权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表达自己的

看法和经验［9］。参与式研究是马赛克研究范式的

核心方法，强调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与儿童的互

动要建立在与儿童长期而非短期的基础上［8］。本

研究中，研究者在Z班与幼儿进行了为期四个月

的相处，在互相熟悉的基础上邀请他们参与到研

究过程中。整个研究过程完全遵循“幼儿自愿参

与”的原则，幼儿有权选择是否参与研究，可以根

据自己的意愿随时要求终止。具体而言，本研究

通过运用参与式观察、儿童摄影及照片引谈、儿

童绘画、儿童之旅等方法，收集幼儿对幼儿园室

内环境创设过程看法和态度的相关资料。

1.参与式观察

研究者对 Z 班幼儿参与幼儿园室内环境创

设的过程进行参与式观察和记录。观察的内容

包括幼儿在参与室内环境创设时的真实体验和

幼儿教师引导幼儿参与室内环境创设的真实情

况等。在观察结束后研究者将相应的叙事记录

展示出来同幼儿和教师一起讨论分析。

2.儿童摄影及照片引谈

本研究中的自主摄影是让幼儿对班级里自

己参与及喜欢的环境创设进行拍摄，并且在拍摄

活动结束后以幼儿拍摄的照片为媒介对幼儿进

行“照片引谈法”式的访谈，从而进一步了解幼儿

参与室内环境创设的过程及情感态度，更加清楚

直观地了解幼儿眼中的室内环境创设。照片引

谈法是一种儿童参与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研究者

依据照片为媒介与儿童进行谈话，从而获取儿童

对生活、社会、世界的认识与理解的一种研究方

法，其中的照片主要指儿童自己所拍的照片［10］。

本研究中的照片引谈主要围绕幼儿喜欢的室内

环境创设、原因、幼儿是否参与、参与过程和方式

提出问题。

3.绘画及儿童之旅

本研究中幼儿以“我心中的教室”为主题进

行自主绘画，绘画结束后幼儿讲述自己绘画的含

义。儿童之旅或幼儿之旅是马赛克研究中重要

方法，其背后的理念是使用参与式技术来扩展成

人倾听幼儿的方式［9］。本研究中，儿童之旅由幼

儿主导，带领研究者在教室中开展游览活动，为

研究者口头介绍所在班级的室内环境布置或拍

摄照片，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一研究方法向研究

者直观地展示了幼儿心中的优先事项，其中幼儿

拍摄的照片为后续的访谈提供了基础，并且为研

究者探索幼儿关于自身所处的室内环境的“知

识”提供了可能性［9］。本次研究中的儿童之旅由

幼儿主导，决定整个旅行的线路规划、是否对游

览过程进行视频拍摄等。

续表1

40



总38卷 崔淑婧，田兴江：基于幼儿视角的室内环境创设优化

（三）资料分析

资料收集结束后，研究者将每位幼儿主导的

儿童之旅视频中的语言逐字转成文本，对视频中

出现的有价值的画面进行截图。将观察、儿童摄

影、绘画及儿童之旅获得的资料转录的文字及图

片材料进行整理，使用NVIVO11.0进行资料的开

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及选择编码。最终根据提取

出的 280 个参考点（意义单元）形成 55 个自由节

点，编码形成23个树状节点，在此基础上归纳出6

个核心节点，构成三个层级的框架。其中核心类

属和树状节点涵盖的参考点数及所占百分比见

表2所示。
表2 核心节点及树状节点数量及占比

核心类属及所占节点数量/百分数比

环境中的材料
（99/35.3%)

环境中的区角
（60/21.4%)

环境创设的参与意愿（49/17.5%)

环境创设的参与主体（33/11.8%)

环境创设的参与过程（24）
(8.6%)

情感体验（15）
(5.4%)

树状节点及所占节点数量/百分数比

外观（49/49.5%)
兴趣点（25/25.3%）
与“我”和“好朋友”有关（25/25.3%）

美工区（16/26.7%）、阅读区（15/25%）、益智区（8/13.3%）、建构区（2/
3.3%）
前墙（7/11.7%）、后墙（4/6.7%）
后门（5/8.3%）、前门（1/1.7%）
天花板（2/3.3%）

参与环节（42/85.7%）、参与计划（20/40.8%）
参与制作（22/44.9%）、渴望参与（7/14.3%）

我（12/36.4%）\小朋友们（10/30.3%）
教师（7/21.2%）、家长（4/12.1%）

决策（11/45.8%）
材料制作（9/37.5%）
计划（4/16.7%）

积极（11/73.3%）
消极（4/26.7%）

三、研究结果

研究者通过对质性资料分析，提取出幼儿眼

中室内物质环境创设中提及的六个主题，关注度

由高到低分别为：环境中的材料、环境中的区角、

环境创设的参与意愿、参与主体、参与过程及情

感体验，见表2。

（一）幼儿眼中的室内环境材料：关注材料的

外观、兴趣及与幼儿“自身”的关系

研究发现，幼儿主要关注室内环境材料中外

观漂亮、与自己兴趣相关以及与幼儿群体自身有

关的元素。首先，幼儿关注最多的是外观漂亮的

材料。幼儿会表明喜欢室内环境中“五颜六色”

“好看”“五彩缤纷”“形状好看”的材料。其次，幼

儿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材料和元素。儿童摄影和

儿童之旅中收集来的绝大部分视觉图片都与幼

儿自身喜好有关，如他们喜欢的动物、颜色、书

籍、作品、装饰图片、甚至还有喜欢的人等。在儿

童摄影和儿童之旅中幼儿会告诉研究者“我喜

欢”“有趣”“好玩”“我想认识”这些材料。再有，

幼儿还关注在环境创设中与幼儿群体自身有关

的元素，主要关注“我”和“小朋友们”有关的材料

和作品。如儿童摄影中，幼儿将自己在墙饰上的

作品拍下来，表明“我画的很好看，上面还有我的

印章呢”。也有幼儿将其他幼儿的绘画作品拍下

来，表明“各种各样的彩色，很漂亮，是小朋友们

画的”。

（二）幼儿眼中的室内环境区角：关注兴趣及

幼儿“自身”

从核心类属“环境中的区角”之下的9个树状

节点覆盖的参考点数排序可以看出（如表 2 所

示），幼儿眼中教室里的“热门景点”有美工区、阅

读区、益智区和前墙。通过分析幼儿在儿童之旅

中语言交流的转录文本及照片引谈获得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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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幼儿热衷于带领研究者参观阅读区和益智

区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喜欢区角里的绘本和玩具；

他们热衷于带领研究者参观美工区和前墙的主

要原因是这两个地方展示了大量的幼儿作品，其

中有幼儿自己完成的，也有同伴完成的。因此，

与幼儿关注的室内环境材料相一致的是，幼儿关

注的是与自身兴趣密切关联和有“我”及“小朋友

们”参与的环境元素。

（三）幼儿参与室内环境创设的意愿：渴望参

与环境的规划及材料制作

幼儿的绘画和照片引谈资料分析结果显示，

幼儿渴望更多参与室内环境创设，能清楚地表达

参与环境创设的计划和材料制作环节的具体想

法。当被问到“是否想更多参与布置教室”时，所

有参加照片引谈及绘画的幼儿均给出肯定的答

案。而幼儿在“我心中的教室”的绘画及“我可以

怎样装扮/布置我的教室”的访谈中，幼儿根据自

己的兴趣、喜欢的人和物、已有知识经验等具体

地表达了关于参与环境创设的规划和环境创设

材料制作的想法，如，幼儿设计了“蘑菇教室”“海

底教室”。

在分享交流自己绘画作品时，LYC小朋友描

述到：“画一排框框在黑格子前面放书”，“第四组

画进去，我需要画一个小人了，这是Z老师，她在

教室里上美术课”，“画一个被子，再画一个小枕

头，最后画一个小人，她需要一个梯子，WXY 在

这里睡觉，因为小班的时候我看见老师就是在桌

子上睡觉的”，“PYT老是欺负我，打我，给他安排

一个位置让他一个人坐”。

TKF小朋友描述到：“用橡皮泥捏一个橘子，

再用毛球做个葡萄和香蕉，因为我喜欢吃水果，

放到橡皮泥后面的盘子里展示出来”，“我看到其

他小朋友做了毛毛虫，我也要用毛球做一个毛毛

虫，还是放在那个展示的盘子里”。

（四）幼儿眼中环境创设的参与主体：自己、同

伴、教师及家长

研究资料分析显示，幼儿能够清楚地指出室

内环境中的多元参与主体，包括自己、同伴、教师

及家长。幼儿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参与创设，及

自己参与创设的内容，指出环境中由其他幼儿、

家长（和幼儿一起）、教师创设的内容。

1. 幼儿自己：关注自己的作品是否被展示

在儿童摄影、儿童之旅及关于“教室中哪些

是你完成的”这一问题的访谈中，幼儿都清楚地

表达了自己是环境创设中重要的参与主体，关注

自己的作品是否被展示出来。幼儿清楚地表明

环境中哪些是“我做的”，并对自己完成的作品表

现出强烈的积极情感。在参与儿童摄影的 12名

幼儿中，有8名幼儿拍摄了自己完成的作品，其中

有7名幼儿将自己的作品选择为自己最喜欢的照

片纳入相册里，并在解释原由的时候明确地表达

出因为那是他们完成的。如ZYN提到：“我最喜

欢里面的青蛙，那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而有的

幼儿也会明确地表达环境创设中“没有我的”作

品。如，PYT提到墙上“有小朋友们的作品，都是

我不知道的作品，我自己的带过来了，但是没有

在墙上看到它”。

2.同伴：室内环境创设的重要参与者

幼儿在参与儿童摄影以及儿童之旅的交流讨

论时，会主动地介绍同伴的作品。幼儿会用“小朋

友们做的”来泛指同伴完成的作品，也会指出特定

的作品是某一个同伴完成的。如，在DXY的儿童

之旅中，告诉研究者“LYC做的这个非常好看，开

心果壳涂得好看，上面的太阳也好看。”“LZX的小

房子做得好看。”“这是ZYN做的香蕉。”在幼儿眼

中，同伴是室内环境创设的重要参与者。

3.教师：室内环境创设中的“美化者”

幼儿会明确将幼儿园室内环境中的一些元

素归为教师创设的，而当幼儿不清楚教室内某项

环创是由谁完成时，他们会“推理”认为是教师完

成的。幼儿眼中教师在室内环境创设中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像环境创设中的“美化者”，创设

出好看的环境。如，儿童之旅中，两名幼儿将环

境中漂亮的图片和灯笼归为教师制作的。

研究者：“这些图片是由谁做的呢？”

MAY：“我不知道。它们这么好看，应该是老

师画出来挂上去的。”

研究者：“你有什么想介绍的吗？”

LSY：“这里挂了好看的灯笼。”

研究者：“这些灯笼是从哪里来的？”

LSY：“可能是从幼儿园来的，老师挂上去

的。”

4.家长：室内环境创设中的“合作者”

相对而言，家长较少被幼儿提及，但也以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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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者”身份成为幼儿眼中的室内环境创设

参与主体。幼儿能够确认教室中由家长参与完

成的环境创设元素，是由“我和妈妈一起做的”，

且对这些元素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如“喜欢家长

做的”。

（五）幼儿眼中室内环境创设的参与过程

结合照片引谈、绘画访谈、儿童之旅及观察

获取的资料分析结果显示，幼儿眼中的环境创设

过程中，幼儿提及最多的参与过程是制作材料，

主要的方式是手工和绘画，而计划及决策的过程

是由教师完成，这与幼儿渴望参与环境创设规划

的意愿是相矛盾的。

1.计划：“老师让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绘画访谈中，当幼儿回答“装扮/布置教室时

你能做什么”时，2名幼儿提到“不知道该做什么”

“老师让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幼儿对环境创

设中计划环节的“本土化”理解。在被问及幼儿

为什么制作某一作品进行环境创设时，幼儿表示

“不知道，老师让做我们就做了”。幼儿眼中的环

境创设计划过程是由教师负责的，幼儿并未参与

其中，而是完成教师的环境创设计划。

2.制作材料：手工和绘画

儿童摄影、照片引谈、儿童之旅中的资料分

析显示，幼儿提及最多的是自己通过制作材料参

与了室内环境创设，主要方式是手工和绘画，如

“画”“粘”“贴”“制作”特定的作品，陈列在相应区

域以及作为墙饰展示。

3. 决策：“只有表现乖的，画的好的才能被

展示”

结合观察及绘画访谈资料分析发现，环境创

设中如何进行陈列，陈列哪些内容，选择哪些作

品进行陈列主要由教师来进行决策。绘画访谈

中，幼儿在提及自己的作品没有被展示时，将其

归因为“只有表现乖的，画的好的才能被展示”，

即幼儿认为教师负责室内环境创设中的决策，在

这个过程中自己并没有参与，且其中的决策规则

是由教师制定。观察资料分析结果也与此一致，

教师常常以自己的标准挑选参与绘画的人选，提

前帮幼儿确定绘画内容，最后选择自己满意的作

品并根据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展示。

（六）幼儿对室内环境的情感体验

幼儿对室内环境的情感体验以积极体验居

多，消极体验较少（如表2所示），访谈及观察资料

分析都表明了这一结果。在照片引谈及绘画访

谈中，幼儿用“我熟悉我的教室”“教室里的东西

让我觉得很温暖”“在教室很开心”“每天来教室

有个好心情”等语句来形容在班级室内环境中的

体验，也有幼儿用“无聊”“坏心情”等词来表达情

感体验。另一方面，在提及班级中的材料及区角

时，幼儿最关注的是“我喜欢 ...”，“我做了 ...”，“...

很好看”，这体现了幼儿对于室内环境的积极体

验多来源于外观漂亮、自身兴趣及自己参与制作

的材料或作品。

幼儿对室内环境的积极情感体验不仅体现

在照片引谈及绘画访谈收集到的言语资料中，还

体现在儿童摄影和儿童之旅中拍摄和介绍环境

材料作品时的情绪状态上。研究者对儿童之旅

的视频进行转录分析发现，幼儿在参与儿童摄影

以及儿童之旅的交流讨论时，多以主动的状态、

充满兴趣地向研究者介绍自己及所熟悉的其他

小朋友的作品及环境中的装饰图片、书籍等，明

显体现了幼儿对环境中与“我”相关的元素关注、

喜爱的积极情感。

四、讨论与建议

（一）注重材料美感、幼儿兴趣及作品公平展

示，增进幼儿对室内环境积极情感体验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幼儿对室内环境中材

料、区角等元素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外观漂亮、

与自身兴趣相符及自己的作品展示三个方面，这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7］［8］［11］。幼儿对室内

环境中色彩、形状漂亮的材料有积极的情感体

验，因此在室内环境创设中应注重美感，以增加

幼儿的积极情感体验。另外，应根据幼儿的兴趣

来进行室内环境创设，提供有趣的材料。本研究

结果显示幼儿虽不能完全分辨室内环境创设中

的作品出自于谁，但是他们总能清楚地知道每个

地方有没有“我”完成的作品，关注所处的室内环

境中有没有与“我”有关的作品。幼儿还会关注

作品展示的“公平性”，认为教师是作品展示的决

策者和规则制定者。因而，尽可能公平地展示每

一个幼儿的作品是增进幼儿对室内环境积极情

感体验的重要方式，也是对幼儿参与室内环境创

设权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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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视室内环境创设中幼儿的参与意愿

及主体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内心渴望参与到室内

环境创设的规划、材料制作过程中。幼儿眼中室

内物质环境创设中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自己、

同伴、教师及家长。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体现了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多元主体参与的现

状［12］，也体现了幼儿有能力对与自己密切关联的

事项表达自己的认识。另外，幼儿认同自己是环

境创设中的重要主体，对环境创设中与“我”有关

的元素有积极的情感体验。因而，幼儿能够感受

到自己在幼儿园室内环境创设中的作用，能够体

验到自身主体性是否得到尊重，且渴望充分发挥

主体性。

这一研究结果印证了幼儿是有能力、有想法

的个体，其意愿及意见应被重视，这与儿童权利

公约所强调的主旨是一致的。真正看到并承认

幼儿在室内环境创设中的参与意愿及主体性是

对儿童权利的尊重。从“儿童视角”出发，本研究

揭示了幼儿对于与自身关系密切的室内环境创

设的看法，也揭示了幼儿将自己视为环境创设的

主人这一自我定位，这为幼儿园室内环境创设中

重视幼儿参与意愿及主体性的意义提供了直接

支持。而“儿童视角”不仅是一种研究视角，也能

为教师“看见”幼儿的环境创设参与意愿，尊重其

主体性提供一种实践视角。即教师应真正秉持

尊重儿童权利的理念，在实践中，为幼儿表达其

参与室内环境创设的意愿及发挥其主体性充分

提供机会。

（三）在室内环境创设的计划和决策过程中

倾听幼儿的声音，让幼儿“真参与”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尽管幼儿内心渴望参

与室内环境创设，渴望自身所处的室内环境中处

处见到自己的“影子”，然而幼儿眼中实际的环境

创设参与过程与渴望的并不一致。幼儿渴望的

“参与”过程不仅限于按照教师计划来执行，制作

教师预设好内容的手工绘画等材料，而是切实参

与到室内环境规划及制作中的“真参与”。然而，

实际的环境创设参与中，幼儿并未参与计划及决

策过程，不能对室内环境创设的风格、室内环境

创设的内容、室内环境创设的制作材料、室内环

境创设的人员分工、作品展示规则等问题进行计

划和决策。在实际的室内环境创设过程中幼儿

对于这些问题大多处于毫不知情的状态，所以他

们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参与相关问题的选择与

决策，更多是“被动参与”了室内环境创设的过

程，这与已有研究的结果是相一致的［13］。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幼儿具有参与室内环境

创设计划及决策的意愿和能力，能够表达自己在

室内环境创设中的想法，借用绘画、语言、儿童会

议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实际的环境创设中

没有给予幼儿表达和参与的机会。因而在室内

环境创设的选择和决策过程中应运用多种方式

倾听幼儿的看法，正如马赛克研究范式强调的，

倾听幼儿的声音，让用幼儿“一百种语言”来表达

自己对环境创设的想法，从而实现幼儿的“真参

与”。

国外已有研究发现，幼儿的想法极少被教师

考虑在内的原因通常与教师的儿童观、大班额，

低师幼比及教师缺乏相应支持等因素有关［13］。

因而，有必要从幼儿教师认同儿童参与计划、决

策能力的角度出发引导教师进行儿童观的再审

视，让幼儿教师意识到幼儿有意愿且有能力参与

环境创设中的计划与决策环节。另外，应对教师

在室内环境创设中倾听幼儿的看法提供相应的

教研、培训、时间及材料支持等，从而更好地促进

幼儿的主体参与。其中，对于在教研培训中如何

有效地提升教师在环境创设中倾听幼儿的能力，

瑞吉欧教育的倾听教学法提供了可借鉴的策

略。倾听教学法倡导教师在一日生活中重视倾

听幼儿的价值，创设倾听环境，以敏感开放的心

态鼓励支持儿童表达，并在倾听后及时理解回应

儿童、反思自身的教育行为，避免倾听流于形

式［14］。就幼儿园室内环境创设实践而言，这些策

略对于帮助教师转变、深化儿童观，真正了解幼

儿，并将尊重幼儿的意愿及主体性转变为教师行

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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