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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儿童教育空间中的绿色生态设计对于设计

师来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如今，研究绿色生态理念的

设计师尝试从儿童认知规律和成长需要出发，对传统幼儿园设

计进行颠覆式的改造，试图更好地开发儿童自主发展的潜能。

本文以日本东京富士幼儿园为例，诠释了绿色生态理念的现代

涵义，分析了绿色生态设计理念在儿童教育空间中的运用，具

体描述了绿色生态理念在现代儿童教育空间中重要性，并总结

出绿色生态设计理念逐渐成为儿童教育空间设计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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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态设计”也可称为“绿色设计”，指的是一种具

有环保意识的设计，体现了人们对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的

反思，也反映了设计师社会责任心的回归。

在设计中，不仅要满足对空间功能的考虑，还要符合“3R

原则”，以提供健康生活方式，宣扬绿色生态理念，促进环境

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绿色生态设计不只是设计理念，更是节能

生活的态度，要求人们在思想上树立绿色意识，保护环境，节

约资源，在行动上改善生态失衡的现状，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

活环境。

一、儿童教育空间的设计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和相关技术人员逐渐将目光转向针对

儿童群体的公共空间设计，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儿童教育空间的

建设和发展。作为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是城市中的一个独

特群体。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建设良好的儿童学习环境迫在

眉睫。

1.成人化主观设计

国内的儿童教育空间普遍存在成人化主观设计的问题。基

本都是以成年人视角指导设计的，结合儿童行为活动和心理发

展的研究少之又少，在设计的初始缺乏一定的理论借鉴。即使

通过参与性设计，也大多从成年人的视角出发，儿童的参与程

度很低，传达不了实际的需求和心声。

2.空间设计的局促

国内幼儿园大部分属于居民小区的配套设施，区域上的局

限导致空间上的不足。孩子多、空间少是现阶段幼儿园的普遍

情况。当前幼儿园的设计大多是面向父母所规划的，并没有深

入了解儿童的真实需要。

3.教育理念的落后

当前幼儿园的教育理念还未达到素质教育的水平，理念更

新的不及时导致了教育空间功能的缺失。传统幼儿园设计只能

对规模、类型、设施进行简单规划，缺乏营造灵活空间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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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材料，加强材料的有效衔接，会使新的视觉体验带来崭新的

共鸣效果，由于材料本身成为了雕塑作品的语言形式，此类型是

绝对具象与绝对抽象雕塑作品中寻找到独特的领域发展方向。所

以雕塑家应当有效掌握金属材料特性与实践性，才能够使欣赏者

不由自主的带入到雕塑作品的创作意境中，引起内心的思考和颤

动，才能够将材料带来的精神力量真正融入艺术创作中。

五、雕塑材料作为物质媒介表达的重要性

在当前艺术环境下，雕塑主要是以材料为基础出发点，雕

塑家选择金属材料创作时会对金属材料的特殊金属性质以及感

受能力进行抽象性的思维空间认知，其中空间意识和三维造型

能力是最为重要的要素。自古至今，人们生存活动中形成对于

物质的敬畏情感，主要是对物质材料的精神属性。在人类文明

发展过程中，各式的材料逐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

于不同的材料认知有所不同，所以每个人的脑海中形成的印象

也有所差异。但是人类对于物质元素的情感是由敬畏逐渐到驾

驭情感，这一过程正如英国艺术家安东尼创作的《临界物质》

这一作品就是以人类本体为素材铸造了众多躯干应用金属铸造

法，创造出人类身体被金属材料包裹的气氛，向观众呈现神秘

的仪式感。安东尼创作的这幅作品使观众感受到了空间的位

置，浇铸出来的雕塑作品语言却是石膏模外部的铸造。由于模

具表面的不完美地方都会展示在金属铸造的作品表面，所以作

品体现出材料的重量以及坚固性成为了雕塑作品的独特风格，

而材料的选择应用则是承载着安东尼对于人类学精神的独特见

解，通过个性化应用金属材料并持独特的理念，形成了全新的

艺术风貌。雕塑是各类艺术形成中三维空间实体存在，雕塑的

呈现方式也是得天独厚的，无论是传统雕塑还是现代的形象雕

塑，无论是时间或者是空间范围内，都需要具体材料呈现雕塑

作品，在此过程中雕塑家的自身情感与思想表达也会蕴含于其

中。无论是现代艺术还是古代艺术雕塑创作中的观念都相比较

传统的雕塑而言有较为先进的理念，逐步减少雕塑性，这也成

为了雕塑家投入思想情感的重要载体。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出，雕塑实际上是将内涵中的虚以

及表面的实相结合，将精神与物质材料有效融合，但是此类虚

实关系并不是简单的虚实，也有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观念，是

欣赏者与塑造者主观意象的补充。也可以看出物质材料的选择

是促进雕塑作品完整性和升华的重要基础，使作品与雕塑家、

欣赏者产生相互关联心灵进行情感共鸣的重要媒介。在新时期

雕塑创作中，应当有效加强材料的选用和创新，才能够呈现出

与众不同的具象雕塑艺术和内涵，进一步推动雕塑艺术的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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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儿童教育空间的设计问题

1.过于重视风格上的奢华

设计师在进行儿童教育空间设计的过程中往往会为了满足

甲方，而偏向于奢华的设计，同样也会选择昂贵的建筑材料，

这些材料往往即难得且稀少。这种设计风格不仅会出现不必要

的浪费，还会导致室内甲醛超标的问题，不利于孩子的健康，

也造成了环境污染。

2.过多使用人工合成材料

在装修的过程中，往往会使用很多人工合成材料，这些材

料对人体危害很大，对儿童更具有威胁。例如，石砖、水泥和

混凝土等这些人工合成的材料中往往含有对人体有危害的物

质，可能从缝隙中进入室内，造成室内污染，提高孩子患病的

危险。

3.室内绿植覆盖率普遍不高

由于室内和室外空间的分隔，室内的生态环境只能通过人

工的绿植布置。但在我国的儿童空间设计中，会更多考虑空间

的安全性，所以室内出现大面积绿植的可能性很低。

三、儿童教育空间中体现绿色生态理念的设计原则

1.减少资源消耗原则

绿色生态理念的室内设计，应采取“减法”和以“少”胜

多的设计手法，坚持简约、简洁的设计思想。要求设计师提高

自身的设计水平并结合绿色生态理念，尽量选取环保材料，确

保材料不会释放有害物质，减少装修对室内环境造成的负面影

响，将节能降耗落实到室内设计的各个环节。

2.资源回收再利用原则

设计中要有效利用资源，减少资源浪费，循环利用废弃资

源，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价值。设计师要积极施展自己的聪明

才智，进行废物改造，变废为宝。改造的装饰物品要与设计风

格一致，体现设计者独特的创意思维，增加物品的艺术美感，

达到绿色生态的设计要求。

四、儿童教育空间中体现绿色生态理念的设计方法

日本东京富士幼儿园是由手冢贵晴与手冢由比所设计。该

幼儿园像是屋顶上的学校，为了建造一个没有死角的自由的活

动空间，设计者将整个建筑变形为椭圆形，没有设置任何游乐

设施，而是将屋顶变成了游乐场，提高了孩子的兴趣。椭圆形

屋顶的设计体现了手冢贵晴与手冢由比“建筑物最终应该伺候

住民”的设计理念。

1.日本东京富士幼儿园设计特点

（1）没有明确的界限

园内没有明确区分室内外和教室空间的界线。孩子可以在

更加广阔的空间内进行学习活动和课外活动，将孩子与校园更

加紧密的结合起来。校园不再只提供学习的空间，还可以给孩

子提供一个美好的童年记忆。

（2）孩子们应该留在户外

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学前教育需要约束，才能让小朋友们更

好适应未来的正式教育。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长大的世界是

不自由的，那么在孩童时，不如就先爬爬树，打打闹，在这样

的屋顶上尽情嬉戏。

（3）孩子需要轻微地体验危险的滋味

设计者将屋顶设计为一个游乐场，这是前所未有的尝试。

以往的幼儿园设计中，都会把儿童的安全放在首位，极尽可能

的将孩子束缚在安全的室内中，但这往往忽视了孩子爱玩爱冒

险的天性。体验过自然的危险，才会真正敬畏自然、尊重自

然。设计者将活动空间设置在屋顶上，用树木和植物将竖向空

间打破，让孩子在游玩中体验到危险的滋味，从而更加珍惜生

命。

2.日本东京富士幼儿园空间中绿色生态理念的设计分析

（1）室内与室外相互贯通，自然与人工融为一体

富士幼儿园完全打破室内外的界限，孩子可以自由穿行。

场地原有三棵大树，设计者没有把树砍掉，而是因地制宜，将

大树融入建筑之中。既可以观察树的成长，也可以围绕树开展

多样的活动，无形之中就在孩子的心灵中种下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观念。

（2）鼓励支持冒险与勇敢，同时确保活动安全

富士幼儿园内没有设置大型组合玩具，设计者依托环形屋

顶，设计了一座从屋顶直达操场地面的大滑梯。这座滑梯对于

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是一个从未尝试过的游乐项目。

五、结语

幼儿园是孩子们生活、学习、游戏的重要场所。在不同环

境中生活和活动，对他们身体的发育、语言的发展、同伴的交

往、人格的养成以及对世界的最终认知，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

影响。总体上看，国内幼儿园设计都较为相似，整体构造以直

线型建筑为主。设计者通常运用鲜艳的色彩来体现幼儿园的童

趣，但在本质上仍是成人理解的儿童世界。从本文设计案例的

经验看，幼儿园设计不应从成人的审美和价值观出发，而应以

孩子的真实需要为标准，将室内与室外生态结合，形成绿色生

态设计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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