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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幼儿园建筑设计理念
3.1  建筑空间设计
学龄儿童最好的学习环境是自然和生活。建筑布局

经过精心规划，以支持儿童的自学需求，并将室内和室
外空间、建筑和景观结合起来，提供不同的学习环境。

幼儿园建筑的功能分区分为家长接送区、后勤流
线、室外活动场地、教学单元和办公区。教学单元作为
儿童的高频活动空间，整个建筑体量朝南，尽可能长时
间地获得阳光；厨房、变配电等辅助房间布置在北侧和
地下室，有天窗、高侧窗、下沉的庭院等充分满足通风
采光的需要；一层的室外活动场地和二、三层的局部露
台是儿童安全的户外活动场地；后勤流线与家长接送区
分开，实现人车分流，保证儿童安全。

所以，幼儿园的空间环境也需附有模糊空间来支
持。幼儿园建筑将室内和室外进行分割是一种附有破坏
性的行为，在空间上不再定为单一的空间，附有灵活性
的区域设计符合多性能的用途，空间不单单是空荡的开
阔区域，而是成为“空间教育者”的一环。让儿童成为
自身世界的研究者和建设者，空间不需受限定，需激起
儿童的空间想象力查找玩乐的趣味性空间[1]。需把幼儿
园定义为游戏的建筑场所，幼儿园的建筑空间需附有多
变性可成长的能量。

3.2  场地设计
幼儿园内儿童年龄为3～6岁，他们的身高和年龄对

游戏设施的应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低龄段儿童和高龄
段儿童在娱乐设施层面的需求，决定了户外活动的针对

性及多样性设置。户外场地同样也是他们和大自然接触
的主要场所，它与建筑同样对儿童有一定教育作用，儿
童在自然中游戏，在自然中感知事物。户外场地设计定
位在保证安全状况下为儿童构建一个系统化感官体验乐
园，多种活动区可供儿童随意选择，符合各个年龄段儿
童对娱乐的需求，让游戏伴随其快乐成长。如图1所示。

4  幼儿园建筑规划设计的重点
4.1  功能规划
幼儿园建筑功能规划利用综合设计的观念，同时

利用空间形态的组织把建筑密切融合。幼儿园建筑用地
功能区明确，用地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设办公楼，另
一部分设幼儿园。其中，办公楼需设在用地北部，为南
部幼儿园的室外活动场地与充足阳光提供重要保障。由
于老师在幼儿园管理方面要求及时性与密切性，为了工
作方便快捷，建筑之间应设走廊，同时需保证长廊的可
达性与开敞性。幼儿园主楼功能区需全面考虑交通流线
互不干扰、各功能间互不影响的需求。儿童休息区、活
动室应布置在南侧，日光充足；餐厅、后勤、厨房等均
需设置在北侧，杜绝厨房油烟对园区造成污染；建筑门
厅处布置一些医务室与管理用房，满足儿童入园的日常
工作顺序[2]。儿童休息室和活动室内可布置卫生间和衣
帽间，不仅方便应用，还能保证休息室和活动室的通风
与采光，通过采用自然通风降温以达到人体舒适度的需
求，有助于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同时也符合儿童身心
健康发展的要求，满足当代建筑绿色环保及可持续发展
的设计理念。

图1  室外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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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的建筑设计可影响儿童在未来学习期间的学习兴趣、行为习惯等，因此在设计时，务必以顺应儿童成长的心理特点
为核心，营造出典雅、健康、安全、卫生的成长及生活环境。本文就幼儿园建筑深层含义、幼儿园建筑研究现状、新时代幼儿园建
筑设计理念、幼儿园建筑规划设计重点等四大层面展开细化探析，以期为新时代幼儿园建筑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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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均渴望为其提供好的教
育环境，幼儿园便是儿童跨出家门、接受教育、走入集
体生活的首要场所，故此诸多人开始关注幼儿的成长及
教育环境。近年来，国家逐渐重视幼儿教育工作，其是
实现儿童与社会提前接触及帮助儿童形成端正“三观”
的核心时期。在幼儿教育期间，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创
造力及想象力均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启发和培养，是儿童
身心发展与良性成长的黄金时期。幼儿园建筑是实施优
质幼教的主要载体与场所，同时也是儿童向小学教育过
渡期间培养自身学习及独立自主能力的必要场所，对幼
儿教育的实施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对幼儿园建筑设计
时，应该从幼儿阶段身体成长及情感培养的特点出发，
以符合此类特殊群体需求为目的，从建筑空间、对建筑
形体及应用功能方面实施系统设计，让幼儿园建筑呈现
科学性、趣味性及安全性的高度统一。

1  幼儿园建筑设计的内涵
幼儿园是儿童离开家庭走向集体生活的第一个早教

场所。对儿童而言，幼儿园不仅是玩乐场所，还是接受
系统教育开始的地方。

幼儿园建筑特色只能从外观艳丽的颜色、卡通墙
体涂鸦来呈现吗？形体多样及颜色绚丽就是幼儿园建筑
的标签吗？这些都是儿童所需要的吗？有利于其身心健
康成长吗？这些问题的解答均需归到建筑的实质性问题
上：什么样的幼儿园才是儿童喜爱的？

对幼儿园实施科学建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看管儿
童，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游戏空间，而且是给予他们一个
由生活向学习转变的场所。我们可将它说成是儿童的另
一本实体教材，儿童通过对建筑体的色彩、形式、空间
及环境等的观察，对社会有初步认知并在心中深深留下
印记。所以，在进行幼儿园建筑设计时，需重新规划幼

儿园建筑每一个功能空间的框构，突破那些“封闭、不
够自由、亲和力和想象力”的学校建筑设计局限。通过
让儿童与建筑空间进行亲身接触，利用感官感悟到的事
物来强化自身思考。在满足建筑功能诉求的同时，为儿
童创造一个充满阳光和活力的空间。

2  幼儿园建筑研究现状
2.1  场地设计
从国外幼儿园建筑场地设计分析，一个生活环境

附有较强的活力，能够给人以特定情感。对儿童而言，
此种置身于此的感官体会会成为儿童成长的一部分。如
今，国内幼儿园建筑设计理念趋势也在发生转变，开始
强调“空地教学”理念。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户外活动
空间，幼儿园建筑设计注重为儿童缔造一个多层次、丰
富多彩、附有自由性与选择性的空间。

2.2  外观造型
从国外幼儿园建筑外观造型分析，其在色彩上或

多采用鲜明色彩来为幼儿园建筑增添些许亮点；或采用
植物、纯木等自然物体来装饰幼儿园；或强调颜色的
凸显，利用白色墙面、内部走廊纯色墙面等形成视觉对
比。但是，国内大部分幼儿园建筑并未以儿童为出发
点，未呈现出儿童的适应性，欠缺对小尺度、细节等元
素的设计，应减弱成人的审美情趣，多加入儿童符号、
儿童因素。

2.3  空间组织
从幼儿园建筑空间组织分析，国外幼儿园建筑利

用开放性的空间来主导幼儿活动路线，根据儿童心理行
为活动为起点，以儿童为主设计活动空间，空间较为开
放。国内幼儿园建筑在空间布局上欠缺一定的科学合理
性，公共空间不多或几乎不存在，教学区、休息室、活
动室融为一体应用，且室内环境较为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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