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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环境创设对幼儿认知发展的影响分析

李海霞

新疆巴里坤县巴里坤镇第一中心幼儿园，新疆 哈密 839200

摘要：本论文专注于对学前教育环境创设影响幼儿认知发展这一重要课题展开深度探究。开篇

系统梳理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精准把握理论与幼儿认

知发展的内在联系。继而细致剖析物质环境中的空间布局、设施设备及材料投放，还有精神环境

里的师幼关系、同伴关系和班级氛围等创设的关键方面。从感知、思维、语言、社会认知等多维

度，深入阐释其对幼儿认知发展的促进作用，清晰展现环境与认知发展的紧密关联。针对当前学

前教育环境创设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空间利用不合理、师幼互动质量不高等，

提出涵盖科学布局空间、精准投放材料、提升师幼互动质量等全面且科学的优化策略，为提升学

前教育质量、有力推动幼儿认知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理论根基，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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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前阶段堪称幼儿认知发展的黄金奠基

期，环境作为环绕幼儿成长的关键外部要素，

对其认知发展轨迹有着极为深刻且持久的影

响力。精心打造适宜的学前教育环境，宛如为

幼儿开启一扇通往知识与探索的大门，能够极

大程度地激发幼儿与生俱来的探索欲望，全方

位促进其感知、思维、语言等多元认知能力的

蓬勃发展。深入探究学前教育环境创设与幼儿

认知发展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对于提升

学前教育的科学性、精准性与有效性而言，无

疑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推

动学前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

的关键环节。

1 学前教育环境创设与幼儿认知发展

的理论基础

1.1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深刻揭示了幼儿

认知发展的本质规律，其核心观点认为幼儿的

认知发展进程是同化与顺应这两种机制协同

运作的结果。幼儿在与周遭环境持续不断的互

动过程中，如同海绵吸水般积极摄取外界信

息，将新的感知经验融入已有的认知结构，此

为同化；而当既有的认知结构无法容纳新信息

时，幼儿便会主动调整、改造认知结构以适应

新环境，这便是顺应。适宜的教育环境恰似一

座蕴藏丰富资源的宝库，源源不断地为幼儿提

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刺激，驱动幼儿在同化与

顺应的循环往复中，持续优化自身认知结构，

稳步推动认知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
[1]
。

1.2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着重强调社会

文化环境在幼儿认知发展历程中所扮演的核

心角色，其主张幼儿的认知发展并非孤立的个

体行为，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交往的肥沃土

壤，借助与他人的频繁互动得以实现。在学前

教育环境这一特定场景中，教师与幼儿之间亲

切的交流引导、幼儿与同伴之间无拘无束的分

享协作，共同交织构成了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

环境。这种环境犹如一股无形却强大的力量，

深刻影响着幼儿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思维方

式的塑造以及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

1.3 多元智能理论

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犹如一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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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照亮了我们对幼儿智能发展的全新认知路

径。该理论明确指出，幼儿并非千篇一律地拥

有单一智能，而是具备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

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

际智能、内省智能以及自然观察智能等多种智

能类型。基于此，学前教育环境创设工作应当

充分尊重并考量幼儿的多元智能特点，秉持因

材施教的原则，精心为不同智能类型的发展量

身定制支持条件。例如，在教育环境中匠心独

运地设置绘画区域，为幼儿提供丰富的绘画工

具与素材，能够有效激发幼儿的空间智能；打

造音乐角，配备多样的乐器和动听的音乐资

源，则有助于挖掘幼儿的音乐智能
[2]
。

2 学前教育物质环境创设对幼儿认知

发展的影响

2.1 空间布局与设施配备

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宛如精心绘制的导

航图，为幼儿勾勒出一个舒适宜人、安全无忧

且充满探索乐趣的活动天地。在幼儿园教室规

划中，巧妙地将其划分为阅读区、建构区、美

工区等功能各异的区域，每个区域均配备清晰

明确的标识与契合幼儿需求的设施设备，宛如

为幼儿打造了一个个专属的知识探索小天地。

以阅读区为例，柔软舒适的坐垫搭配琳琅满目

的丰富图书，营造出温馨惬意的阅读氛围，能

轻而易举地吸引幼儿沉浸其中，在文字与图画

的世界里遨游，进而有效促进其语言认知能力

的发展；而建构区充足供应的积木等建构材

料，则为幼儿搭建起一座通往空间认知与逻辑

思维发展的桥梁，幼儿在搭建各种造型的过程

中，不断探索空间关系、运用逻辑规则，实现

了空间认知和逻辑思维能力的稳步提升。

2.2 墙面装饰与展示

墙面装饰作为学前教育物质环境中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承载着丰富的教育价值。富有

教育意义且色彩绚丽夺目、形象生动逼真的墙

面装饰，恰似一块强大的磁石，能够牢牢吸引

幼儿的目光，瞬间点燃他们内心深处的好奇心

与探索欲望。诸如展示季节更迭变换、动植物

奇妙生长过程等科普内容的墙面，以直观形象

的方式将自然知识呈现在幼儿眼前，帮助幼儿

轻松跨越抽象知识的门槛，丰富其对自然世界

的认知储备；同时，专门用于展示幼儿亲手创

作作品的墙面，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幼儿的

努力与成长，极大地增强了幼儿的自信心与成

就感，这种积极的情感体验进一步转化为推动

其认知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新的认知探索活动中
[3]
。

2.3 材料投放与更新

丰富多样、精准契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材料

投放，是助力幼儿认知发展的关键要素。在科

学区精心投放放大镜、磁铁、天平秤等充满趣

味性与探索性的材料，幼儿在亲手操作这些材

料的过程中，仿佛化身为小小科学家，主动探

索各种奇妙的科学现象，在观察、实验、思考

的循环中，逐步构建起对科学知识的认知体

系，实现科学认知能力的进阶式发展。此外，

为了持续保持幼儿探索的热情与积极性，定期

对材料进行更新换代至关重要。

3 学前教育精神环境创设对幼儿认知

发展的影响

3.1 师幼关系

良好和谐的师幼关系堪称积极精神环境

的灵魂所在。当教师以关爱备至、尊重理解的

态度悉心呵护每一位幼儿，积极鼓励幼儿勇敢

提问、大胆表达内心想法时，便能在班级中营

造出一种宽松自由、充满安全感的学习氛围。

在这种优质氛围的滋养下，幼儿宛如挣脱束缚

的小鸟，敢于自由翱翔、勇于大胆尝试，其认

知发展获得了全方位的有力支持。例如，当幼

儿对某个自然现象或生活中的问题感到困惑

并提出疑问时，教师以耐心引导的姿态，与幼

儿携手共同探索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中，教

师不仅帮助幼儿解决了当下的疑惑，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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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养了幼儿的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其认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同在幼儿心

中种下一颗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种子。

3.2 同伴关系

同伴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宛如一双有力的

翅膀，为幼儿认知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日常

的同伴交往活动中，幼儿们毫无保留地分享各

自的生活经验、交流独特的思维想法，从彼此

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和理解周围世界，这种多元

视角的碰撞与交融，如同为幼儿打开了一扇扇

通往全新认知领域的大门，极大地拓宽了幼儿

的认知视野。以角色扮演游戏为例，幼儿在游

戏中通过模仿不同角色的言行举止、体验不同

角色的思维方式与情感状态，深入理解社会角

色的内涵与行为规范，有效促进了自身社会认

知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仿佛在角色扮演的

舞台上，幼儿逐渐成长为社会认知领域的小行

家。

3.3 班级文化氛围

积极向上、独具特色的班级文化氛围犹如

一股温润的春风，悄然无声却又深刻持久地影

响着幼儿的认知发展。当班级大力倡导合作、

分享、创新等积极价值观时，幼儿在长期浸润

于这种文化氛围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

熏陶与感染，逐渐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与思

维方式，形成合作意识、培养创新思维，实现

认知水平的稳步提升。此外，定期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热闹欢乐的节日庆祝活动

等，进一步为幼儿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认知体验

机会，让幼儿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从不同维

度获取知识、积累经验，全方位促进其认知的

全面协调发展，如同为幼儿的认知成长提供了

一场场营养丰富的知识盛宴
[4]
。

4 当前学前教育环境创设存在的问题

4.1 物质环境创设方面

在当前学前教育物质环境创设实践中，部

分幼儿园陷入了形式主义的误区，过度聚焦环

境的外在美观呈现，而严重忽视了环境应承载

的核心教育功能。例如，在墙面装饰环节，部

分幼儿园追求视觉上的繁复华丽，堆砌大量复

杂且缺乏实质教育内涵的图案与元素，导致墙

面沦为单纯的装饰背景，无法真正发挥启迪幼

儿认知的作用；在材料投放方面，存在投放种

类单一、层次简单且与幼儿年龄特点严重脱节

的问题，难以满足幼儿多样化的认知探索需

求，使得环境创设未能有效转化为促进幼儿认

知发展的实际助力。

4.2 精神环境创设方面

师幼互动质量亟待提升，部分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依然秉持传统的主导型教学模式，过于

强调知识的单向传授，未能充分尊重幼儿的主

体地位与个体差异，对幼儿在学习过程中的独

特想法与需求关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幼儿主动探索精神与认知发展的积极性。在同

伴交往层面，由于班级规模普遍偏大、活动组

织形式不够灵活等客观因素，部分幼儿在日常

学习生活中难以获得充足的同伴交往机会，导

致其社会认知发展受阻，语言表达能力也因缺

乏足够的交流锻炼场景而难以实现有效提升。

此外，班级文化建设缺乏系统性与连贯性规

划，未能形成一以贯之、稳定积极的文化氛围，

使得班级文化对幼儿认知发展的潜移默化影

响作用大打折扣，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育人

价值。

5 优化学前教育环境创设促进幼儿认

知发展的策略

5.1 基于幼儿认知特点优化物质环境创

设

要实现学前教育物质环境创设的优化升

级，首要任务是深入钻研幼儿在不同发展阶段

的认知特点，始终坚守以幼儿为中心的创设理

念。在空间布局设计过程中，精准把握幼儿的

活动偏好与行为规律，依据其需求合理划分功

能区域，确保各区域之间过渡自然流畅、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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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为幼儿提供便捷高效的活动空间。墙面

装饰内容选取应紧密贴合教学大纲要求与幼

儿兴趣点，精心设计具有高度教育性与启发性

的主题，让墙面成为幼儿获取知识、启迪思维

的生动教材。材料投放环节要注重丰富性与层

次性相结合，充分考量不同发展水平幼儿的实

际需求，提供多样化、梯度分明的材料，并根

据幼儿在探索过程中的反馈与进展情况，及

时、精准地更新材料，始终保持材料对幼儿的

吸引力与挑战性，为幼儿认知发展持续注入新

活力。

5.2 加强师幼互动与同伴交往促进精神

环境建设

教师作为精神环境建设的关键引领者，必

须深刻转变教育观念，牢固树立尊重幼儿主体

地位的意识，积极主动地倾听幼儿的心声，敏

锐捕捉幼儿的需求与想法，切实提升师幼互动

质量。在教学实践中，大力推行启发式教学方

法，巧妙设置问题情境，引导幼儿自主思考、

主动探索，激发幼儿内在的学习动力与认知潜

能。同时，积极创造多元化的同伴交往机会，

精心组织小组活动、合作游戏等互动性强的教

学形式，为幼儿搭建广阔的交流平台，在同伴

互动过程中培养幼儿的合作意识、沟通能力与

社会认知水平。此外，强化班级文化建设力度，

制定清晰明确、积极向上的班级规则与价值观

体系，并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朗朗上口的儿

歌等形式，将班级文化巧妙融入幼儿的日常生

活与学习中，引导幼儿深入理解并认同班级文

化，全力营造积极向上、富有凝聚力的班级氛

围，为幼儿认知发展营造良好的精神土壤
[5]
。

6 结论

学前教育环境创设作为影响幼儿认知发

展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科学

合理地创设物质环境，精心营造积极健康的精

神环境，能够为幼儿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

的认知刺激网络，有力促进幼儿在感知、思维、

语言、社会认知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发展。然而，

正视当前学前教育环境创设过程中存在的现

实问题，如物质环境的形式主义倾向、精神环

境的互动不足等，是实现环境创设优化提升的

关键前提。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积极采取科

学有效的优化策略，从基于幼儿认知特点完善

物质环境创设，到加强师幼互动与同伴交往推

动精神环境建设等多维度发力，全面提升学前

教育环境创设的质量与水平，为幼儿认知发展

精心打造一片肥沃的成长土壤，助力幼儿在认

知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茁壮成长。展望未

来，在学前教育实践领域，我们需持续深化对

环境创设方法与途径的探索研究，不断创新实

践，充分释放环境育人的巨大潜能，为推动幼

儿认知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实现学前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1]王姗姗,张倩.与美共行：幼儿园生活美育课程中的环境创设[J].教育视界,2025,

（03）:12-14.

[2]张丽莎.指向深度学习的职业院校项目化教学实践改进——以学前教育专业“幼儿园环境

创设”课程为例[J].教育科学论坛,2024,（36）:50-57.

[3]张悦,朱丽.绘本育人课程的环境创设[J].教育视界,2024,（46）:10-12.

[4]海淑芳.学前教育阶段浸润式绘本阅读环境创设的思与行[J].知识文库,2024,40

（13）:164-167.

[5]冉冉.对学前教育环境创设课程实施模式的探讨[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8

（06）:105-108.


	学前教育环境创设对幼儿认知发展的影响分析
	引言
	1 学前教育环境创设与幼儿认知发展的理论基础
	1.1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1.2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
	1.3 多元智能理论

	2 学前教育物质环境创设对幼儿认知发展的影响
	2.1 空间布局与设施配备
	2.2 墙面装饰与展示
	2.3 材料投放与更新

	3 学前教育精神环境创设对幼儿认知发展的影响
	3.1 师幼关系
	3.2 同伴关系
	3.3 班级文化氛围

	4 当前学前教育环境创设存在的问题
	4.1 物质环境创设方面
	4.2 精神环境创设方面

	5 优化学前教育环境创设促进幼儿认知发展的策略
	5.1 基于幼儿认知特点优化物质环境创设
	5.2 加强师幼互动与同伴交往促进精神环境建设

	6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