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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心儿童的阅读，儿童图书馆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可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儿童图书馆都是针对6岁以上儿童来设计建设，很少针对6岁以下的幼儿。本文以1—6

岁幼儿为研究对象，针对这个年龄段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从室内规划、色彩、光线、家具以及装饰等

方面对幼儿图书馆设计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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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图书馆协会于 2000 年 5 月推出“从出生就阅读”计划，鼓励父母教育出热爱阅读的小孩。
[1]
在美

国家门口的社区图书馆随处可见，每个图书馆都配有少儿部，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我国儿童

图书馆事业的启蒙与发展源于 20 世纪初期，1917 年我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儿童图书馆在天津创办。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截止 2012 年全国独立建制的少儿图书馆有 99 个，大多数成人图书馆中也都设有儿童阅览

室。这体现了国家对儿童教育及其阅读环境的重视。但是大多数少儿图书馆都是为 6周岁以上儿童设计的，

专门为 6 岁以下幼儿设计的少之又少。本文针对 1—6 岁的幼儿，从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特征出发，阐述幼

儿图书馆的设计理念。

加拿大温哥华图书馆馆长苏叶慈说:“图书馆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觉得有趣，乐意来。”她认为，所有的

图书馆专业人员都必须知道，图书馆的其他功能如提供知识、技能、分析、应用、态度、综合评价的教育

过程等，都是在兴趣激发出来后才有的。怎样让幼儿图书馆变成幼儿感兴趣、向往的地方呢？这就是儿童

图书馆设计应考虑的重点。

1 幼儿阅读行为以及心理分析

1—6 岁的幼儿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天性好动，稳定性较差，容易分散注意力。幼儿阅读持续时间大

约为 10—15 分钟，专注力不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大多不识字或识字量较低，思维活动主要是凭事物具

体形象或表象以及对表象的联想来进行的，所以幼儿大多不具备自主阅读能力，幼儿的阅读需要通过父母

和老师协助完成。

从阅读习惯看，幼儿很难像成人那样静心坐着看书，他们喜欢无拘无束，阅读的姿势有躺着、趴着、

蹲着、站着、坐着等等。

从阅读选择上看，幼儿喜欢图画多、文字少、故事简单明了，插图色彩鲜艳的绘本，喜欢游戏性的阅

读，在游戏中获取知识。

2 幼儿图书馆室内规划

根据幼儿阅读行为及心理特点，幼儿图书馆可划分为阅览区、游戏区和专门的活动室。

2.1 阅览区

阅览区也叫亲子阅览区，该区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亲子概念，让父母和孩子一起阅读。1—6 岁的幼儿一

般都是由家长陪同来的，在孩子阅读的时候，家长也能够学习到幼教、科普的相关知识。



亲子阅览区在图书的排架上也是很有特点的。考虑到幼儿的身高，让幼儿能自主地选择喜欢的图书。

书架底下 3 层摆放幼儿读物，第 4 层摆放父母读物。

在书本的摆放上也是有讲究的。幼儿图书不能像成人图书那样采取立式摆放，图书的封面应毫无遮盖，

完全展示。因为幼儿书本大多封面图画精美，宝宝被封面吸引才会去翻看。

阅览区可以摆放一些简单、柔软的沙发及卡通造型的榻榻米，让幼儿可以随意躺着、趴着、蹲着或坐

在地上看书。

2.2 游戏区

幼儿喜欢在游戏中阅读，喜欢在玩耍中获得知识，所以幼儿图书馆游戏区的设置是必不可少的。但是

图书馆的游戏区和传统游乐场不一样，游乐场的游戏是单纯为了玩而设计的，图书馆的游戏大多是启发性

的，通过游戏的形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引导孩子从游戏中学到知识。例如在游戏区可以摆放一些不同

尺寸、形状的软积木，可以随便涂鸦的黑板墙，以及简单的迷宫和简单的拼图等等。

2.3 专门活动室

幼儿图书馆由于服务对象年龄低幼，又处在最活泼好动的阶段。因此图书馆单纯的借阅服务是满足不

了孩子的要求的，图书馆还需要定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图书馆应设立专门的活动室，聘请专业的幼教老师，定期为幼儿和家长开展各种亲子活动，包括讲故

事、戏剧表演、读儿歌、跳舞等，鼓励孩子和父母一起参与。还可请育儿专家给家长讲授育儿及学前教育

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请妇幼保健医生给孕产妇做孕产保健以及胎教相关知识的讲座。

3 幼儿图书馆的室内设计

一些幼儿图书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空间色彩过于单调，家具陈设过于简单。对 1—6 岁的幼儿来说，

环境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丹麦欧登塞中心图书馆馆长莱姆女士指出，应该“先吸引孩子到书海中来，再

教他们怎么游泳”。
[2]
因此，幼儿图书馆的布局和装饰必须符合幼儿生理与心理的特点。以下从色彩、光线、

家具装饰 3 个方面来阐述。

3.1 色彩、光线

人类对色彩的反应更多地是与情感相联系而不与其智力相关。总体而言，人们都是在不加思索的情况

下对色彩作出反应的。
[3]
幼儿和成人一样都会对色彩有反应和情绪，但对色彩发生的意识层面不同。成人

受到后天知识的影响会用理性的思维去理解色彩，而幼儿只会凭天然的感受对色彩作出反应。成人对空间

色彩偏向于深沉、理性，幼儿则偏向于活泼、奔放。

人们普遍认为红、黄、橙等暖色使人兴奋，而青、蓝、紫蓝等冷色调使人冷静。传统认为图书馆是需

要安静的地方，所以导致图书馆都习惯用冷光源和偏冷色彩作为图书馆的主色调。来自苏州大学的一份调

查问卷显示，有一半的儿童认为白色是图书馆留给他们的印象，认为是冷色调的有 43.75%，有 65.625%的

儿童认为阅读环境比较严肃。
[4]
这样清冷的感觉容易使幼儿心理情绪消极，缺乏阅读兴趣。

土耳其心理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发现，根据孩子年龄正确选择室内墙壁颜色，有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

1—6岁的孩子置身在黄色和粉红色的环境中，能够有温暖安全的感觉，会更好地获得主动感知，克服内疚

感，积极探索未知世界。黄色象征光明、活力和希望，具有安定情绪的作用，可以辅以少量的绿色。粉红

色散发着充满内在温暖的光芒，置身其中令人感受到脉脉的温情。
[5]
所以幼儿图书馆的室内色彩可以运用



黄色、粉色以及绿色配合白色进行设计。

在光线方面，阅览室除了要求光线充足外，还要求光线均匀，避免产生眩光。从心理学上讲，自然光

线给人的感觉较人工光线舒适愉快，阅览室应当充分利用自然光线。但是自然光线的亮度和角度会在一天

中随着时间不同而变化，在光线不足的地方就必须添加人工照明。根据要求，少儿阅览室的平均照度要在

500lux 以上，500—700lux 最为适当。
[6]

人工照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营造丰富的光照效果，在视觉上增加层次感，提升环境的色彩。冷色

的灯光反射在人的肤色上使人的脸色不好，给人距离感。暖色灯光如红、橙、黄等用于大空间时能拉近人

们的距离，让人联想到阳光，给人温暖。所以在幼儿图书馆室内应特别注重暖色光源的增加，同时尽量采

用间接光源来烘托气氛。

3.2 家具

幼儿图书馆的家具设计要考虑幼儿的生理和心理年龄，要保证安全性，注意家具的尺寸、造型、舒适

性等。

1—6岁的幼儿非常好动，但是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家具的安全性设计至关重

要。首先，家具表面要光滑，避免尖角，已经存在的尖角要加贴防撞条，所有的门必须装上防夹的门卡，

保证幼儿不会磕碰或夹到。其次，家具的材料、涂料一定要安全无毒，达到安全的使用标准。

1—6岁幼儿的平均身高为 73cm—121cm，眼高为 63—111cm 左右。在设计时，摆放幼儿图书的书架不

能超过 60cm。如前所述亲子书架共 4层，底下 3层摆放幼儿读物，第 4层摆放父母读物，所以底下 3层总

高度不能超过 60cm，以方便儿童查看和拿取图书。

这个年龄段的宝宝身高差别很大，在桌椅的设计方面，可以针对 1—3 岁、3—6 岁设计不同的尺寸和

造型的桌椅。同时设计一些软的小方凳，幼儿可以用来坐，也可以用来搭积木玩；设计一些造型可爱的沙

发、小躺椅、小平台等，方便幼儿以躺着、趴着等自由姿势看书。

幼儿家具绝不是成人家具的缩小版，幼儿有他自己的喜好。传统的四四方方的家具很难让他们满意，

而喜欢造型、线条多样化。设计师可以尝试把家具卡通化，设计一些不规则造型，灵活多变地排列，再加

上明快的色彩，以引起幼儿强烈的兴趣。另外，在家具的材质上，可以运用一些纺织材料来增强家具的舒

适性。

3.3 装饰

在图书馆室内设计中，正确地运用装饰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装饰品可以包括儿童画、雕塑、模

型、花卉等等。

儿童画是非常好的装饰画，它反映了儿童的天性，带有孩童自然淳朴的气息，可以拉近图书馆与孩子

的距离，增加亲切感，提高儿童的参与度。也可以直接把绘画作品画于墙上，在过道、阅览室、活动室等

大幅墙面画上卡通形象。这样的墙面绘画可以给小读者带来有趣的视觉刺激和感官享受。

陈设品能够给阅读空间带来生机和活力，幼儿阅览室可以摆设一些雕刻艺术品或者简单有趣的模型。

也可以摆放一些绿色植物，净化空气，让人感到有生机活力。

室内的细节上也需要花心思，比如指路牌、标识牌等都可设计成可爱的卡通形状，增加趣味性。

4 结束语



幼儿图书馆不能仅仅只是简单的借和阅，它还需要提供信息传递、社会教育、智力开发、休闲娱乐等

服务。本文针对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特点，在传统的图书馆阅览室中加入了游戏区、专门活动室，从色彩、

光线、家具以及装饰等方面阐述幼儿图书馆的设计理念，力求设计出适合幼儿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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