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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幼儿行为心理的
幼儿园室内陈设研究
■　文/兰州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李金春　孙闻岚　叶颖

	 摘要：基于当前幼儿园陈设设计

中缺乏整体性、未充分考虑小班幼儿

的行为心理特点、色彩使用繁琐等原

因，从幼儿生理和心理需求出发，结

合幼儿行为心理的理论指导，着重研

究幼儿园陈设设计要素对幼儿行为心

理的作用体现，探索出幼儿园室内陈

设对幼儿行为心理的影响机制以及以

幼儿园小班为例的幼儿园室内陈设特

点，为之后的幼儿园小班室内陈设设

计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幼儿园小班；幼儿行为

心理；陈设艺术设计

 室内陈设是室内设计的再创造活动。幼儿园所相较于其他室内空

间，对于陈设设计的要求有所差别.在不同时期和条件下，幼儿园环境

具有不同的指向性。本文主要以幼儿初期为例，分析此阶段幼儿的行为

心理特点，从而在室内陈设方面营造更良好的学习社交环境。

一、室内陈设艺术设计与幼儿行为心理

 1.室内陈设设计

 室内陈设是指在室内空间中，除基面要素和建筑物体以外的具有

实用和装饰功能的物品[1]。在幼儿园室内陈设设计中，功能性陈设主要

包括幼儿桌椅、床、地毯、窗帘等；观赏性陈设主要包括绿植、手工艺

品、装饰画等。幼儿园室内陈设的选择上，需重视不同年龄段的幼儿行

为心理特点，考虑陈设的装饰性、游戏性。

 2.小班幼儿行为心理

 人的心理是受后天环境所影响，斯金纳提出可以通过环境来影响人

的行为习惯与性格。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环境对幼儿的成熟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幼儿借助环境资源，通过感知、体验和思考，形成认知模型，

使他们的认知不断增强[2]。

 幼儿心理发展分为幼儿初期、幼儿中期和幼儿晚期三个阶段，各年

龄段有其不同的特征。小班幼儿处于幼儿初期，主要以3～4岁年龄阶段

的幼儿为主，其行为特点主要有[3]：1）认识活动的影响机制是思维，

思维带有直觉行动性。3—4岁幼儿的认知活动和理解事物主要依靠外界

事物支配以及自己的经验和情绪来进行判断及推理。2）幼儿的认知过

程一般通过模仿进行。3）动作的协调性增强。肌肉的增强使得动作逐

步精细化。而小班幼儿的心理特点主要有[4]：1）自我意识形成。心理学

上称为“第一反抗期”。2）焦虑不安。小班幼儿更具有依赖性，外部

环境因素会使幼儿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3）喜欢提出问题，好奇心强

烈。4）进入前审美阶段。幼儿初期开始产生审美体验，并有初步的审

美决策。

 针对幼儿的行为心理，在幼儿园室内陈设设计中要着重满足幼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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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心理特点，幼儿知识经验少，应该多为幼儿提供接触实物、实景的

机会，为幼儿提供各种问题情境，给予幼儿提高思维水平和动手能力的

机会，以调动幼儿的主观能动性。

二、幼儿园室内陈设设计对幼儿的影响

 在幼儿园的室内设计中影响幼儿的方面有很多，大量学者旨在研究

幼儿园风格、功能区域、交通流线等，但对幼儿园室内陈设的设计研究

甚少。室内陈设是室内设计的组成部分亦是幼儿园空间应当着重考虑的

重要设计方面，其对整个幼儿园空间的作用乃至幼儿的行为心理都会产

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产生幼儿园室内陈设设计对幼儿的心理行为的影响

主要有以下方面：1）陈设品的类型设置多样化可以满足幼儿阶段强烈

的好奇心。对于幼儿来说，好奇心不仅有利于锻炼幼儿的思维能力，还

可以培养幼儿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多样的陈设品可以拓宽幼儿视野、

增长见识、满足幼儿好奇心，并且一些带有互动性能的陈设品更可以促

进幼儿的社交能力。2）室内陈设的颜色设计可以影响、调动幼儿的情

绪性反应。色彩作为一种外在刺激，通过视觉产生不同感受，给幼儿某

种精神作用，不同颜色也对幼儿的心理及情绪有一定的差别。例如：使

用黄色、白色等明亮的颜色可以弥补自然光线不足的空间，使空间敞亮

以达到影响幼儿产生愉悦情绪的效果；高亮度和高饱和度的色彩更能解

决幼儿刚入学焦虑不安的问题等。3）陈设品的材质影响幼儿触觉的感

知。幼儿在接触不同的材质的陈设品时，会对不同的材质产生认知。考

虑到幼儿自身特点，在选材方面更应考虑到环保、轻巧、耐摔的特性，

方便幼儿在触摸、拿取、观察的同时保证安全性。4）陈设品的图案对

幼儿的教育方面有促进作用。例如：选用具有文化性的陈设图案，使幼

儿在每日的接触中潜移默化地满足幼儿对于知识的探索需求。

三、幼儿园小班室内陈设设计的特点

 1.幼儿园小班室内陈设设计的安全性特点

 安全性是幼儿园环境的核心特征，只有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安全

环境，才能有利于幼儿的成长。在幼儿园室内陈设设计中要从陈设的尺

度、形状、颜色、材质四方面进行思考。第一，尺度。幼儿园室内陈设

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功能性陈  设方面。幼儿园室内陈设设计中家具的

尺度符合小班幼儿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小班幼儿年龄在3-4岁，身高在

915mm～965mm之间，要以幼儿的特点为标准设置，同时不能有太高或者

太大的物品和装饰物，避免幼儿产生尺度的恐惧感[5]。第二，形状。主

要应该以圆形为主，避免出现尖锐的棱角，陈设品边缘需要进行防撞设

计；圆面、弧线的设计。第三，颜色。通过德国色彩大师伊登的色彩实

验证明推断出，对于小班幼儿来说幼儿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却易被丰富

的色彩所吸引。因此，可以通过陈设色彩设计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激

发他们的好奇心、开拓想象力。在做色彩方案时，最适当的色彩数量是

不少于3个或不多于5个[6]，避免造成色彩滥用。通过重视色彩联觉效应

激发调节幼儿在不同功能空间中的行为心理波动，例如学习区域应该尽

量避免使用亮黄色、纯红色等过于鲜艳的颜色，这类颜色会产生活跃、



61

中国包装   艺术理论

热烈的气氛，容易使孩子分散注意力，使他们无法专心听讲；活动区域

应根据幼儿的心理特点采用明度较高的暖色来有效刺激幼儿的活跃性；

睡眠区域的陈设上应采用避光性较好的冷色，不宜出现过多的色彩变

化，以充分保障幼儿的睡眠质量。第四，材质。应采用柔软，温暖的材

质，防止幼儿碰撞受伤。对于装饰性材质可以通过不同的材质增强幼儿

对物体的触觉感知力。

 2.幼儿园小班室内陈设设计的教育性特点

 瑞吉欧提出环境所规划及设计的都将成为教育的基础。对于小班

幼儿来说，应鼓励和引导幼儿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主动获取有益的经

验，如在室内陈设中注入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幼儿记忆、摄取文化信

息。具体在功能性陈设的样式上加以改变，使其具有文化性、多样性，

让幼儿每天接触所需的陈设有其特殊的意义，如幼儿的被子、枕头、抱

枕、地毯以及玩偶等织物摆件上融合简单的中国传统纹样，例如回形

纹、祥云纹、牡丹纹等，在每天的接触中使幼儿了解中国传统纹样的寓

意内涵；在绿植陈设中，可以选择种植西红柿，小石榴这类果类植物，

幼儿在学习认识植物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其生长过程并体验丰收的乐趣；

在花瓶、笔筒等立体形式的陈设上可以融入地域文化，例如：马家窑彩

陶、敦煌壁画、砖雕等，从而建立、灌输幼儿对地域及文化的概念。

 3.幼儿园小班室内陈设设计的艺术性特点

 幼儿园室内陈设设计既要基于幼儿审美心理，还要通过教育环境激

发幼儿的审美感知力，培养审美理解力和审美创造力。比如陈设设计时

加入美术作品的展览，选用表现力强的中外名画作为墙面装饰，让幼儿

在学习生活中接触优秀作品，有利于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从而引发幼

儿感知教育环境中的美，促进幼儿培养健全人格，有助于幼儿大脑潜能

的开发。

结语

 幼儿园作为幼儿重要的活动场所，对幼儿智力开发和个性发展起到

重要影响。在具体的幼儿园小班陈设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幼儿的行为心

理对陈设的功能性、装饰性的设计要求，并且重视其安全性、教育性以

及艺术性。合理利用空间，结合小班幼儿特点，强调幼儿主体性设计，

激发多种感官共同参与环境，营造温馨舒适的生活空间，以此满足幼儿

的需求，促进幼儿身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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