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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事理学”设计方法论的角度研究当代幼儿园的空

间设计 
刘峣  叶森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省大连市  116029) 

摘要：事理学设计方法论是将“设计”视作一门科学、系统、完整的体系和方法论。由事理学的角度来从事设计活动，可以使
设计活动从原来简单设计“物”的过程升华到设计“事”的高度。如果设计师将设计艺术提高到“事理学”的高度，重组资源、重
组知识结构，可以从根本上调整人与物的关系，就可以创造出更为合理空间。 

关键词：事理学；幼儿园；室内设计 
Abstract: the design methodology of science of affairs regards "design" as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system and methodology. 

Engaging in design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of affairs can sublimate the design activities from the original simple process of 
designing "things" to the height of designing "things". If designers raise the design art to the height of "science of affairs", reorganize resources and 
knowledge structure, they can fundamentally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ings, and create a more reasonable space. 
Key words: Science, kindergarten, interior design 

 

一、关于“事理学”设计方法论的思维方式 
事理学的三类理论体系可以分为：本论（是什么）、认识论（为

什么）、方法论（怎么做）。它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是一种

探求“外部因素”的方法论体系，也是人为事物科学理论基础，研

究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条件、时间等因素下的需求。 

通过“事理学”设计方法论的思维方式可以理性的分析出不同

阶段人的不同需求。因此它可以有针对性的解决许多现实中遇到的

问题。先从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而分析、归纳、判断问题的本质，

以提出系统解决问题的概念、方法及组织、管理机制的方案。是一

种先进的、科学的处理问题的方法。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活动的时候并没有遵循

一个科学、完整的设计流程。当面临一个设计方案的时候，没有充

分考虑到设计对象的风格、功能要求、信息背景或者未来使用方的

人群与阶层、生活方式和真实需求等等。大多数设计师在从事设计

活动时，过于局限于物的本身，而忽略了其设计背后的动机、目的、

感情和价值，由此背离了设计活动的真正“初衷”。 

因此需要通过“事理学”设计方法论的思维方式来打破这种局

限，这样进行的才是一种科学的设计活动。一种科学的设计活动离

不开科学的设计思维方式。如何进行科学的设计思维方式呢？笔者

认为，设计的起点应该先观察、发现问题，从“事”的角度入手，

然后在设计过程中，分析、归纳、判断问题的本质，最后提出一套

系统的解决问题的概念、方法、方案。 

这样就把设计活动从一种“造物”的观念转变为一种“造事”

的观念，达到“物”在“事”中的合情合理的结果，这种方法就达

到了设计的真正目的——为人类创造更合理、更健康的思维方式。

事理学设计方法论是一种设计方法的方法，它并没有一套固定的

“操作程序”。通过事理学设计方法论进行设计活动，虽然设计方

案的步骤增多，但是所设计出来的“作品”会比传统的设计方法更

全面，更趋向于完美。并且依照这样的思维模式进行设计活动，在

设计活动中就会有多元的、非僵化的方法产生，而不会趋向于原来

单一的设计模式。 

二、目前幼儿园空间设计普遍存在的问题 
2021 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放开计划生育政

策，实施三胎政策。随着我国三胎政策的逐渐开放，我国的人口数

量会产生大幅度的增加。短期激增新生儿人口，会对配套的教育资

源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学前教育，而承载学前教

育的主要环境便是幼儿园。 

幼儿园是一个自然人接受正规教育的起点，对未来的发展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对这种空间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俨然

成为了一个重点研究的问题。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许多幼儿园都是按照常规的建筑

进行设计的，然后在这些建筑上添加有关于儿童的视觉符号。在幼

儿园的空间设计上与传统的中小学学校过于类似，形式和观念上都

显得过于呆板。没有让孩子真正喜欢的地方，很容易让学龄前的孩

子产生厌学等负面情绪。在幼儿园的空间布局上，不同的年级在不

同的班级上课，没有一个混龄化的教育空间，缺乏了不同年龄段儿

童之间的互相交流。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在装饰、材料、照明、安全性等等都存在

着诸多问题。许多幼儿园在刚开始运营时，由于需要承担巨大的房

租压力，急需回笼资金，便开始着急招生。许多装修材料会挥发甲

醛、苯、TVOC 等有害性物质， 在大部分装饰材料没有挥发完全的

时候，便急于招生，背弃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 

有些幼儿园为了得到更多家长的肯定，不会真正的从儿童的角

度出发，而会依据大部分成人的眼光给空间进行过度的装修。笔者

认为这些过度的装饰会造成资源浪费和装修成本的无效增加，从长

远来看也不会得到良好的效果。 

在建筑空间上，国内的许多幼儿园的设计的相对封闭压抑，内

有规规矩矩的空间规划，外有整齐划一的围杆栅栏。儿童活泼好动

的天性得不到释放，这也是现在很多儿童不愿意去幼儿园这也是一

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在幼儿园空间的安全性和空间布局方面，没有

尽可能的设计出灵活的，多变的可以冒险的空间环境。空间与空间

没有进行相互渗透，削弱了儿童的探索能力，降低了空间与空间的

互动关系，使儿童之间不能产生一个良好的互动。 

三、依据“事”创设合理空间 
通过事理学设计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这些问题很好的解

决。我们需要从“事”的角度出发，因为“事”里不仅包含着人与

物，还包含着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在分析“事”的时候，可以

看到“事”背后设计主体的动机、目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当我们遵循“事”的角度来进行幼儿园空间设计的时候，要追

求“实事求是”。 

详细的来说“实事”是发现问题和定义问题。因此最先开始应

该研究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不同的环境、条件、时间等因素下的

需求。从这个方面入手，针对儿童对于不同空间的使用状态、使用

过程中的问题来确立使用目的。 

“求是”是用来解决问题。是站在“实事”的基础上去选择符

合儿童的原理、材料、工艺、设备、形态、色彩等内部的因素。当

我们遵循这样的理念去设计幼儿园空间时，整个设计活动并没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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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运用带有亚诺余项型的麦克劳林公式求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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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带有亚诺余项的三阶麦克劳林公式表示如下： 

( )3
3

!3
sin xo

x
xx +-=

  
( )3

3

!2
cos xo

x
xxx +-=

 

( ) ( ) ( )3
3

3
3

3
3

3!2!3
cos-sin xo

x
xo

x
xxo

x
xxxx -=-+-+-=

 

( )
3
13lim

sin
cossin

lim 3

33

030
=

-
=

-
\

®® x

xo
x

x
xxx

xx  
7.3、计算误差与精确度 

例 3、估计下面近似公式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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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明，泰勒公式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就像高等数学的教

学也没有固定的方法，做为一名高等数学教师，应该掌握深入研究
高等数学教材和辅助资料，从各个角度来了解研究每一个知识点的
来源、发展、应用，才能更好的引入它的概念，加深概念的理解，
深度挖掘特的内在因素，从而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使得高等数学
教学更加流畅的完成。 

参考文献： 
[1]同济大学数学系 《高等数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第 6 版 
[2]同济大学数学系 《高等数学附册学习辅导》[M]高等教

育出版社 2011 年 
[3]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组《高等数学》[M]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 月 
[4]M.克莱因 《古今数学思想》[M]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 
作者简介：姜  雄：男，（1968.9-）辽宁本溪人，辽宁科

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数学教学。 
魏丽光：女（1971.9-）辽宁本溪人，硕士，辽宁科技学院

讲师。研究方向：高等数学教学。 
本文为辽宁科技学院教学改革项目：《工科数学》的教学

改革与探索 

 
（上接第 7 页） 
束。我们还应该再回到“事”的里边去检验。检验这些设计活动是
否符合儿童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是否合乎人们的情理和价值标
准。 

在以往的幼儿园空间设计中，设计师可以仅仅凭借自己多年累
积的设计经验对该项目中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生活、玩耍、学习进行
细致的观察，凭借自己的设计经验和个人知识去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就需要
更为专业的方法去应对新的问题。 

在内部因素的组织中，我们需要专业的知识、经验、创造性、
灵感、直觉等。在研究某一项目方案时，不能只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次两次的研究。每一次分析与研究，都会增加对儿童和其承载环
境的理解，同时也对设计提供了依据、知识资源，增加了设计的总
量。通过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设计“细节”的把控。 

“事”是一个关系场，特定的时间、空间内与物或他人发生着
“行为互换”与“信息交换”。 

“物”泛指材料、设备或产品，“事”则是人与物发生的关系。
人为事物是指人创造事物的过程。通过 “事”所设计出来的“物”
可以匹配人类的适当需求，可以很好满足使用者的欲望。人就是通
过“事”来发生关系的，人与“物”并不会直接发生关系。 

比如，一个孩子拿着画笔去画画这时的画笔可以称为画笔，当
笔脱离了画画这个活动，画笔就成为不了画笔了。因此，我们在设
计幼儿园时，脱离了人为造物，而不理解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就
会违背设计的本意和初衷。 

从事理学的角度去进行幼儿园的设计，设计就不单单的是一个
制作设计方案、施工图、效果图的技术活动。它可以把设计提升为
一种文化活动。这种文化活动，可以创造出更为合理的空间使用方
式。 

有些幼儿园苛于追求某一种设计风格，而偏离了设计的初衷，
走向了一种极端。比如把儿童空间设计成一种中式的风格，空间中
运用了大量的原木色，使空间中的色彩表现很少，在孩子需要色彩
感官的刺激时候，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又或许是把空间中的色彩

运用的过多，且不注意色彩搭配，整个室内空间没有协调性、主体
性和衬托性的关系，刻意的想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但却给不了儿童
在色彩上的舒适感，整个空间中也会因此显得杂乱无章。 

设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幼儿园空间设计中，普适性
的设计似乎很难成立。因为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
的儿童，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价值系统。从这些角度出发来考虑
儿童空间中的设计思路。这就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去确定方案周边儿
童的特点和使用需求。 

可以先进行市场调查，仔细研究项目所在的附近小区父母的文
化程度和消费水平。比如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归类和整理，分
析孩子的父母是所在城市的上班族、或者无文化背景进城务工人
员、又或者是拥有高等教育的海归等等。 

这样的方式可以归类不同的家长在社会、文化中的具体位置，
所归属的群体类型，分析周围的“事”，也就得到了这些“生活方
式”。使自己的设计作品与周边环境相匹配和配套。通过这些情景，
对父母的期望需求进行分类和整理为后续的设计方案提供支撑。 

结语：在幼儿园的空间设计中，设计师应当遵循主体性的设计
原则，了解幼儿园在当前城市环境中的主体地位。把控好空间中的
主体关系，设计出一个满足儿童生理、心理需要的健康环境。通过
“事”来创设出的幼儿园空间，一定会使设计出来的空间与儿童更
加匹配，也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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