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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成长环境中的室内设计对学习与创造力的影响
徐迎青

（共青科技职业学院，江西 九江 332020）

摘要：儿童的成长环境对其认知、情感和社交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室内设计在塑造学习与创造力方面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

本文探讨了空间布局、色彩、光线等设计元素如何促进儿童的学习效果和激发创意思维。结合实际案例，提出了儿童成长环境室内设计

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开放式与灵活的空间有助于提高注意力和专注度，而适宜的色彩和光线则能增强学习体验并激发创造力。本研究为

家长、教育者和设计师提供了实践建议，旨在通过优化室内环境，支持儿童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儿童成长环境；室内设计；学习；创造力

儿童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刻，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教

育观念的更新，儿童的成长环境日益受到重视。在儿童的认知、

情感和社交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室内设计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

影响因素，对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创造力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研究表明，环境中空间布局、色彩、光线等设计元素，能够

显著影响儿童的注意力、思维方式和情绪状态。特别是在当今快

速发展的城市生活中，家长和教育者越来越注重通过科学合理的

室内设计，来打造有助于儿童成长的学习与生活空间。

一、儿童成长环境与室内设计的关系

儿童的成长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方面，其中室

内环境是儿童接触最多的环境之一。室内设计直接影响儿童的日

常生活体验，包括他们的安全感、舒适感和专注力。儿童的心理

与情感健康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温馨、舒适的室内环境

有助于儿童感到被关注和关爱，减少焦虑和压力。室内设计还可

以通过环境布置、装饰元素等方式传递家庭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

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的成长，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可以增强儿童

的文化认同感，而环境中鼓励学习与探索的设计则可以激发儿童

的求知欲。

室内设计可以通过对空间、色彩、光线、材料等方面的精心

设计，为儿童创造一个适宜的成长环境。合理的室内设计可以满

足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提高儿童的学习效率和创造力，促进

儿童的全面发展。

二、室内设计元素对学习与创造力的影响

室内设计在儿童成长环境中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一个舒适的

生活空间，更是影响儿童学习与创造力发展的关键因素。设计元

素如空间布局、色彩、光线、材料、家具配置等，都会直接或间

接地影响儿童的认知、情感、行为模式，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能

力和创造力发展。

1. 色彩是室内设计中一个关键的视觉元素，不同的色彩能够

引发不同的情绪反应，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创造力发展。

其中冷色调，例如蓝色与绿色，这些色调通常被认为能够帮助学

生保持冷静，增强专注力。蓝色通常有助于使人冷静和放松，在

室内空间使用蓝色调，可帮助儿童保持平静心态，利于专注思考。

而暖色调，例如红色与黄色，还有红色能激发活力和热情，促进

他们的情感表达和想象力发展，但如果使用过度，可能会导致学

生感到紧张、焦虑或注意力分散。少量红色元素运用或许能在一

定程度上提升学习动力和积极性，但若整个空间都是红色，可能

会让儿童过于兴奋而难以集中注意力。研究表明，适当使用色彩

可以显著提升学习效果。成长在暗色系环境中的孩子，智力可能

会受到影响，容易产生抑郁等不良情绪，其信心、好奇心、想象

力等也会被削弱；而在彩色环境中，孩子的观察、思维、记忆的

发挥能力都高于普通色彩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例如，李玉等（2021）

在研究中指出，蓝色和绿色的学习空间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集中

注意力，减少学习过程中的焦虑感 。

在儿童学习空间中，色彩可以与学习内容建立联系，增强学

习效果与创造力。例如，在自然科学的学习空间中，使用绿色来

代表自然元素，有助于儿童更好地理解和联想相关知识；在艺术

创作的区域，丰富多样的色彩可以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儿童成长环境的室内设计中，色彩搭配应遵循协调、舒适、

富有层次感的原则。避免使用过于刺眼或暗沉的颜色，以免对儿

童的视力和心理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可以根据儿童的年龄和性

别特点，选择适合的色彩组合。

2. 光线是影响学习环境的重要因素，充足的光线可以使学习

空间明亮清晰，让儿童能够清楚地看到书本、资料和其他学习工具，

减少视觉疲劳，从而提高学习的持久性和效率。自然光通常被认

为是最理想的光源。自然光能够改善学生的情绪。居家学习光线

不足时可以打开房间顶灯和台灯双光源辅助照明，台灯应摆放在

写字手的对侧前方，书桌位置最好是靠近窗边，白天学习时可以

照进更多的自然光。

充足的自然光环境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尤其是在

数学和科学学科中，学生表现尤为突出。自然光的变化与人体的

生物钟密切相关。在学习空间中合理引入自然光，有助于调节儿

童的生物钟，使其在白天保持清醒和活跃的状态，更符合人体的

自然节律。例如，在早晨，充足的自然光可以帮助儿童更快地清

醒过来，进入学习状态；而在傍晚，逐渐减弱的自然光可以提示

身体进入放松和休息的阶段。可以根据不同的学习活动，设置不

同的照明模式，如阅读模式、绘画模式等。

通过巧妙设计灯光的明暗、角度和颜色，可以营造出不同的

氛围和意境，对儿童的情绪和心理产生影响。例如，柔和温暖的

灯光可以创造一个舒适、温馨的学习环境，让儿童感到放松和安心；

而明亮的冷色调灯光可能会营造出一种高效、专注的氛围，适合

进行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学习任务。

3. 空间布局的设计影响学生的互动方式和学习体验。合理的

空间布局可以划分出明确的学习区域、休息区域和储物区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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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区域应相对独立和安静，避免受到其他活动的干扰，有助于

儿童集中精力。开放式空间通常有助于促进学生间的协作和交流，

而封闭式空间则有助于集中注意力。休息区域可以让儿童在学习

间隙进行放松和调整，缓解疲劳，提高后续学习的效率。储物区

域则用于存放学习资料和物品，保持学习空间的整洁和有序，减

少因寻找物品而浪费的时间和精力。

儿童成长环境中的空间布局应兼顾开放性和封闭性。开放性

的空间可以促进儿童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激发思维的碰撞。而封

闭性的空间则可以为儿童提供一个相对独立和安静的环境，满足

儿童独处和思考的需求。灵活的空间布局可以适应多种学习模式，

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可以在儿童学习空间中设置一些半开放的隔

断，既可以保证一定的私密性，又不会完全隔绝与外界的联系。

小学时期的儿童，需要有一块安静的学习空间，此时儿童房可以

以休息和学习为主要功能，并且要将玩耍区和学习区分开；而到

了青春期，儿童生活中的核心是学习，学习的时间占据了大部分

的生活时间，而且学习的辅导书籍等会很多，所以需要大面积的

书柜保证充足书籍和学习资料的收纳空间。不同的学习方式需要

不同的空间布局来支持。

随着儿童的成长和需求的变化，儿童成长环境中的空间也应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可以通过使用可移动的家具、模块

化的设计等方式，让儿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调整空间布局。

例如，使用可折叠的书桌和椅子，可以在需要时节省空间，也可

以根据不同的学习活动进行组合和调整。

4. 在儿童成长环境的室内设计中，材料的选择应首先考虑安

全环保。应选择无毒、无味、无污染的材料，避免使用含有有害

物质的材料，如甲醛、苯等。同时，材料的表面应光滑、无尖锐

棱角，以免对儿童造成伤害。不同材质的触觉体验能够影响儿童

的情绪和专注力，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创造力。自然材料

如木材、棉麻等，有助于营造温暖舒适的学习环境，减少焦虑感，

提升专注度。多样化的材料和丰富的质感能够刺激感官体验，激

发儿童的想象力和创意思维。

5. 家具装饰直接影响儿童的身体舒适度和活动方式，从而影

响学习效果和创造力发展。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家具能够提高学

习的舒适度，减少身体疲劳，提升学习持久性和效果。可调节和

模块化的家具设计能够为儿童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如可移动的黑

板、艺术材料储存柜、墙面涂鸦、个性化的壁画等，可以激发儿

童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如世界地图、科学模型等鼓励他们进行

探索和创造，提升创新能力。

三、儿童成长环境室内设计的原则与策略

（一）设计原则

在为儿童设计成长环境时，室内设计师不仅要考虑美学和功

能性，还必须关注如何通过设计促进儿童的学习和创造力发展。

儿童成长环境的室内设计应遵循特定的原则和策略，以支持他们

的全面发展。在进行儿童成长环境的室内设计之前，应充分了解

儿童的年龄、性别、兴趣爱好、学习方式等需求和特点。根据儿

童的不同需求和特点，设计出适合儿童的空间。在儿童成长环境

的室内设计中，应尊重儿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让儿童参与到设

计过程中来。可以通过征求儿童的意见、让儿童选择自己喜欢的

色彩和家具等方式，让儿童感受到自己是空间的主人，从而激发

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安全舒适是儿童成长环境室内设计的基本要求。应确保空间

的结构安全、材料安全、电气安全等，室内设计应选择无毒环保

的材料，如低 VOC 涂料、天然木材等，确保空气质量对儿童健康

无害。避免使用尖锐的家具边缘、家具边角保护、地面防滑处理、

窗户和电源插座的防护装置等重要设计细节以确保儿童的安全。

同时提供舒适的家具和设施，让儿童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中成

长。如可调节高度的桌椅，能够适应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身高需求。

采用可自由组合的家具和空间布局，允许儿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

活动需求自由调整环境。

（二）设计策略

空间布局应能够支持儿童的学习、社交和休闲活动，提供多

功能、灵活和开放的环境。通过合理的空间划分，将学习区和游

戏区分开，帮助儿童在不同活动之间切换，提高专注力和效率。

例如在儿童学习空间中，可以设置一些创意角落，如艺术创作区、

科学实验区、阅读角等。这些创意角落可以为儿童提供一个自由

发挥的空间，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创意角落还可

以培养儿童的兴趣爱好，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墙面空间是儿童

成长环境中可以充分利用的空间之一。可以在墙面上设置一些画

板、书架、展示架等，让儿童可以在墙面上进行绘画、书写、展

示自己的作品等活动。同时，墙面空间还可以增加空间的层次感

和趣味性，激发儿童的探索欲望。在儿童成长环境的室内设计中，

可以引入自然元素，如植物、花卉、水景等。自然元素可以让儿

童更好地了解自然、亲近自然，激发儿童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

自然元素还可以调节室内空气、降低噪音，为儿童创造一个更加

舒适的学习环境。

四、结论

儿童成长环境中的室内设计对儿童的学习与创造力有着重要

的影响。通过合理的色彩、光线、空间布局和材料选择，可以为

儿童创造一个既有利于学习又能激发创造力的空间。在进行儿童

成长环境的室内设计时，应遵循以儿童为中心的设计原则，创造

富有启发性的空间，为儿童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同时，

设计师和家长们也应不断关注儿童的需求和发展变化，及时调整

和优化儿童成长环境的室内设计，以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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