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190 

心理学视角下早期教育的家庭环境创设 
宋明月 

（长春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   长春  130216） 

摘要：随着我国 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迅速发展，该领域备受重视。很多心理学研究已揭示，人的早期经验对其个性、社会性
及多方面能力发展都有重要影响。环境沁润心灵，好的环境是成长的加速器。尤其是家庭环境，作为人生第一所“学校”，是婴幼儿
长期直接接触的最初成长环境。因此，本文将基于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早期教育家庭环境的创设进行探讨，以期对创设利于婴幼儿

发展的家庭早教环境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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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应是孩子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它比早教机构更重要。然而

曾有研究发现，多数家庭忽略了创设益于孩子成长的活动空间。且

在孩子的活动空间中，大多数是成品玩具，这反映多数家长对在家

庭中为婴幼儿创设良好的早教环境缺乏认识和经验[1]，这也是本篇

论文的意义所在。 

一、心理学理论基础 
（一）蒙台梭利的环境观 

蒙台梭利认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要素。幼儿心理发育特有的精

神胚胎可理解为，婴儿不仅具有成人那样的学习能力，还能凭借对

环境的感触进行自我塑造。她认为儿童的发展在自主学习、独立“工

作”中完成。处于“敏感期”的儿童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有强烈的学

习某方面知识的热情且很易学会，表现为对某事专注执着，对其他

事则无动于衷。因此，成人应根据孩子的不同敏感期，为儿童“工

作”提供科学有序、呵护尊重、可容纳且永不阻碍其发展的“有准

备的”环境。 

逻辑性、秩序性和美感都是蒙台梭利理念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环境布置应追求令人愉悦的审美，儿童比例的家具设计、主题分明

的活动区域、自然花草等有吸引力的教具和装饰。 

（二）皮亚杰的环境观 

皮亚杰认为学习是幼儿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现代教育重视

环境的价值，认为环境如同一位潜在的老师，孩子在空间环境里的

心理感受和有关行为都受其影响。创设早教环境要遵从婴幼儿的需

求与发展，良好的外部条件应打造一个宜人的物质环境，创建一个

和谐的精神环境。 

（三）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 

1983 年加德纳提出多元智能理论并在以后的时间加以发展。他

认为，智能就其基本结构来说是多元的，每个人身上至少存在：语

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

际交往智能、自我认识智能等，随着研究深入，1996 年加德纳提出

了第八种智能——自然智能。 

因此，早期教育应努力营造利于婴幼儿发展上述八种智能的生

长环境。 

（四）陈鹤琴的“活教育” 

陈鹤琴提出的“活教育”思想主张尊重幼儿发展规律，突出儿

童的主体性。他认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对于婴幼儿的教

育应充分利用环境。如今，在习主席强调文化自信的大背景下，培

养做自信的中国人应从娃娃抓起，从每个家庭单元做起。如减少洋

绘本，多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等。  

二、家庭早教的环境创设 
（一）以婴幼儿为主体，人性设计。 

首先，根据婴幼儿生理及心理发育状况和特点，对家庭空间进

行考虑和设计，由于其天性好动，所以应尽量预留宽敞明亮的室内

活动空间；其次，场地布置要有序，不干扰其注意力；最后，以婴

幼儿的高度选购家具，不将玩具放置过高易造成攀爬摔跤的危险，

且使孩子产生受挫感，合适的高度可使其不需外界帮助完成物品的

取放，锻炼独立性和责任感。此外，温馨舒适的物理环境还应注意

适宜的室内温湿度（湿度 50%，温度 22-25℃为宜）、和谐愉悦的声

环境、光环境（自然光最好）和空气质量。 

（二）安全卫生置首位，注重细节。 

0-3 岁婴幼儿最感兴趣的是探索未知世界，其各项生理、心理

机能都处于发育的处级阶段，缺乏安全意识，所以，一定要重视环

境的卫生和安全性。如避免门窗、台阶、栏杆和一切与电有关的物

品可能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各空间尺度不能太狭小，以免孩子挤伤；

所有家具陈设确保无粗糙、尖锐边缘、裂口或碎片；药品、热水、

重物、易碎品等危险物放在婴幼儿找不到的位置。还要注意家装材

料环保、地面防滑，通风透气，定期清洁各类教具玩具，避免有害

细菌引发孩子感染，防止其误吞异物等。 

（三）利用色彩促审美，发展认知。 

婴儿出生后第三个月就开始辨别彩色和无色，由此感受世界。

婴幼儿喜欢对比强烈、鲜艳的色彩。通过视觉刺激，色彩能帮助婴

幼儿更好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以促进认知。但空间用色过多会影

响婴幼儿的专注力，三个左右比较适宜。美国一位心理学家的一项

儿童智商测量研究曾报道：在“难看的”室内环境中，儿童的智商

显著低于其在他们认为“好看的”房间里受试时的水平。由此可见，

环境对孩子发展的重要性。[2] 

此外，大动作游戏区的空间可用让儿童兴奋的暖色调；静态区

如阅读、卧室等可选冷色调，让孩子静心关注手中的事物或休息。 

（四）父母榜样作用大，心理环境。 

首先，父母要营造充满温暖、关爱和谐的家庭氛围，由于生命

早期母亲负责哺乳并是婴儿的主要照看者，所以母亲更应情绪稳

定、温和坚定；其次，父母应丰富婴幼儿的语言环境，与宝宝积极

交流，多用选择句、扩充词汇、使用高频词、不用长句、少用宝宝

语、指代不干扰；最后，父母应常微笑，积极回应孩子，高质量的

陪伴，以促进其社交际能、自我认识及其情感、个性发展。 

（五）五感体验丰富化，共享自然。 

“大千世界，色形而己。”应为孩子准备种类丰富（培养数概

念、音乐熏陶、空间知觉、运动发展、艺术启蒙等）、适量（过多

易造成注意分散）、安全、符合孩子认知发展规律的益智玩、教具。

如积木、橡皮泥、拼图、迷宫、折纸、画笔、小车等，但重要的是

父母应学会利用生活物品、变废为宝，和孩子一起锻炼想象力、创

造力及动手能力等。此外，多带孩子在大自然中玩耍，不怕弄脏，

这利于激发其好奇心、求知欲，提升观察力及自然智能。  

三、给父母的建议 
（一）专注的孩子不打扰，培养其自主性； 

（二）创设环境满足需要，少些限制命令； 

（三）抓住日常教育契机，增进亲子互动； 

（四）多让孩子自由发挥，珍惜孩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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