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是万物之源，因为光的存在，我们才能看见色彩， 艺术设计师的根本任务。设计师在设计环境时，必须充分

每天只要睁开眼睛，就会被无数的色彩所包围。心理学家 考虑到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和需求，为幼儿健康成长提供

研究表明：在人们日常接受的外界刺激中，视觉感官获取 与之相匹配的室内外环境。

的新事物比重最高，超过了83%。而在视觉所获取的信息 根据幼儿对色彩的想象与联想及心理感受，我们要考

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色彩。 虑如何通过色彩设计将之表达出来，营造出一个健康的生

正确地应用色彩美学，还有助于改善生活条件。美国 活学习环境。

学者研究发现：悦目明朗的色彩能够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 首先，营造一个生动的环境。幼儿园的孩子正处于一

脑神经细胞，从而有利于促进人的智力发育。在和谐色彩 个认识探索世界的阶段，此时他们的情感大多是外向的，

中生活的幼儿创造力高于普通环境中的成长者。若常处于 对事物的了解也是纯粹的，这样的环境在基调色彩上需要

让人心情压抑的色彩环境中，则会影响大脑神经细胞的发 使用明亮的暖色调，再配以明快鲜亮的辅助色。

育，从而使智力下降。宽敞的空间采用暖色系，可以避免 其次，恰当地运用色彩，让幼儿真正感受到色彩的美

房间给人以空旷感；狭小的空间可以采用冷色系，在视觉 妙。幼儿对色彩具有很高的敏感度，当他们看到蓝色的时

上使人感觉大些；人少而感到寂寞的家庭居室，配色宜选 候会想到蔚蓝的天空，就会联想到天空飞翔的小鸟；当他

暖色，人口多而觉喧闹的家庭居室宜用冷色。 们看到绿色的时候，就会想到绿树、草地、森林，就会联

实验研究表明，当视觉受到色彩的刺激以后，必然会 想到春天等。整体的色彩设计和谐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满

产生心理作用和生理反应，甚至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 足了孩子们的需求。

情绪，左右人们的喜怒哀乐。 第三，区分色调。地面与家具，室外大型玩具与周围

色彩具有生理功效。美国色彩学家雷斯·邱斯金曾做 环境色彩应有足够的色相或明度差异，这样会避免幼儿产

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将四个房间分别涂成红、黄、蓝、绿 生视错觉。幼儿园室内地面、护墙等区域的材料选择应有

四个单一的颜色，结果发现：在红色房间中的人，脉搏渐 足够的色彩和材料差异，尽量扩大明度关系，形成色彩差

渐加快，血压逐渐升高，情绪亢进兴奋，在强烈的红色刺 异，以便幼儿识别。强烈的色彩设计可以防止幼儿在运动

激下，他的情绪烦躁不安，更不能全心致力于工作；在黄 过程中产生辨别错误。

色房间中的人，血压和脉搏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在高明度 第四，要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色彩关系，任何的一

的黄色刺激下，很快会使视觉产生疲劳感，从而使心理也 个室内空间都应该具有主体色。主体色不应该超过三种颜

产生疲劳感；在蓝色房间中的人，血压有所下降，脉搏慢 色，主要是指天花板、地面、墙体的颜色。重点色是为了

慢减缓，情绪忧郁迷茫，工作效率不断下降；在绿色房间 突出和强调某一空间或物体的某一部分而采用的色彩，应

中的人，在生理上并无异常反应，然而长时间观看单调的 该在空间上、色调上来区分二者的关系。背景色应该降低

绿色难以得到时间满足，人们下意识地期望着绿色的补色 色调突出重点色，有利于表现室内空间的主从关系、虚实

红色来调剂补充，以求取得色彩视觉生理和心理的平衡。 关系。

从上述实验的结果可以看出，色彩确实可以影响人们的情 色彩首先要给予幼儿视觉上的审美，以增加愉悦的感

绪和身体的健康。 受，在无形中提高幼儿的学习生活情趣。相反地，若在生

此外，色彩还具有心理功效。色彩具有温暖和寒冷的 活环境中，到处充斥着生硬、不和谐的颜色，就会让幼儿

感觉；色彩具有远与近的感觉；色彩具有柔软与强硬的感 产生反感的情绪和视觉的疲劳，形成色彩污染。因此，色

觉；色彩具有活泼与安静等感觉。恰当的色彩可以传达正 彩的设计除了考虑美学的观点以外，还应从色彩的功能出

确的视觉信息，可以营造一种氛围，也可以表达一种情 发，要相应地运用色彩心理学、色彩生理学等相关科学理

绪。色彩本身就是一种语言，都有着一定的含义，引导人 论。然后针对色彩使用的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空

们进行特定的色彩联想。 间、不同需求，科学地选择色彩，从而充分地发挥色彩的

色彩设计是幼儿园环境设计中相当重要的环节，幼儿 美感和功效作用。

从第一步迈进园区，最先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是色彩，其次

是图像，最后才是文字。幼儿正处在身体、智力形成以及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满足幼儿的发展要求，给幼 本栏责编：石少

儿一个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空间环境，是幼儿园环境

幼儿园室内空间中的色彩研究
李可润

摘要：色彩设计是幼儿园环境设计中相当重要的环节，根据幼儿对色彩的想象与联想及心理感受，要注重从营造生动

环境、恰当使用色彩、区分色调、正确区分整体与局部色彩关系几方面，搞好幼儿园室内空间色彩设计。

关键词：幼儿园；室内空间；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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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植物的作用 具有人情味。

植物的软化作用表现在各个方面，不管是在空间还是1 完善作用 植物可通过自身陈列或者组合的排列
色彩上，都对环境起到了缓和、协调的作用。方式，将建筑的轮廓线进行延伸，缓和建筑外形中突兀的

7．框景作用。植物对环境也有框景作用，植物本身浓直线相交，使角度过渡到植物中来，完善设计，并为设计

密的叶片、高度感的枝叶的特性决定了其在平面上可以充提供统一性。同时，从室内空间也可延伸至室外环境中，

当衬托的作用，这项功能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就已经被熟练在室外种植与天花板同高的植物，人在室内也能感受到室

地运用。它可以摒弃杂物，突出强调重点。在这种方式中外环境，并产生共鸣。能够对建筑及大型景观产生完善作

植物如同众多的遮挡物围绕在景观周围，形成一个景框，用的通常是高大的乔木，但有些时候修剪整齐的乔木和面

如同将照片和风景画装入画框。积广大的藤本植物也能对其产生修饰完善效果。

中国古典园林中常用这种设计手法，使人感受到一种城堡的外型以及屋顶的形状大多很丰富，有比较尖锐

“人在画中游”的乐趣。的三角形重叠在一起，如果孤立地存在，会让人感到难以

8．遮蔽作用。植物的遮蔽作用与框景作用是相对的，接近，有畏惧和距离感。大型乔木通过其面积感和柔和的

线条，缓和了城堡的外型，产生修饰完善效果。 现在城市有很多地方在修整，植物在这个时候就能起到很

2．对比作用。植物存在于建筑之中，无论从颜色、外 重要的遮蔽作用。譬如在主干道的周围、城市主要景观的

周围，以及重要建筑物附近，都可以种植类似于屏障的植形还是质感方面都与建筑大相径庭。在钢筋水泥中辟出一

物，屏蔽掉脏乱的景象，美化城市，规划城市景观。块绿地，调和建筑的氛围，延展其空间的线条，将其更好

公园和街道的外围通常种上成片的乔木或者树篱，当地融合在空间里，有助于缓和天际线。

人们身在其中时，植物会遮蔽掉不必要和不完美的外围环3．统一作用。植物的统一作用，就是充当一条普通的
境，让人们身在其中时欣赏到美丽的景观和城市环境，植导线，将环境中所有不同的成分从视线上连接在一起，从
物这个时候就起到了很好的遮蔽作用。而将所有建筑物从视觉上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建筑作用于植物这一点常常体现在城市中沿街的行道树。沿街店面大
人为景观建筑存在于植物之间是现代社会文化改造自多都各有不同，但行道树可充当与各建筑有关联的联系成

然、协调自然的体现。人为景观建筑有规律的几何美学、分，将街景统一起来。
人文精神，植物有自然的美感，两者互相作用，显得更为4．强调作用。强调作用，就是在一户外环境中突出或
协调，使人乐于生活在其中。强调某些特殊的景物。所以它能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到目

如今，为了协调景观与植物之间的美感，常常会对绿标位置。因此可在特殊位置如出入口、交叉点、房屋入口
篱或草坪进行修剪，也会对花坛进行人工的摆设。这样也等关键点设置一些有特色的植物，达到强调的目的。在住
是利用人的力量对植物进行改造，使其更具有美感。现代宅和一些公共空间的入口一般都会种植灌木球或对称的行
社会在运用植物时都会加以人为的方法栽植，在很大程度道木，引导人们的走向，同时起到“强调”的作用。
上，这也使植物更全面地体现出自身的特色，美化我们的5．识别作用。植物的识别作用（或称标识作用）与强
环境，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调作用很相似，但它需要的植物要更有代表性。识别作用，
　　

就是在大环境中指出或“认识”某个重要位置，或景观，
植物作为有生命的园林设计要素，在景观设计中具有

或建筑。在某个建筑或重点雕塑前种上有特色的植物，会
多重功能。园林植物以其生命的活力、自然美的素质作为

远远地就吸引到人的注意，起到“识别”的作用，这种方
园林素材，既可以凭借其形态、色彩、风韵等特征创造园

法效果显著但是并不刻意，没有人为的痕迹流露，是景观
林主景和意境主题，还可以借其季相变化构成四时演变的

设计中的常用手法。
时序景观。植物的美学功能不只局限在美化和装饰材料

6．软化作用。植物可以用在户外空间中，软化或减弱
上，它对社会环境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植物与景观建筑的

建筑物僵硬及死板的外形。不管是乔木、灌木、藤木、花
空间关系上，从三维的角度，为我们的城市勾画出绚丽的

卉、草坪草或地被植物都能对环境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
风景线。

上改善空间环境，使人们更愿意亲近公共空间，使环境更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 。

植物形态与景观建筑的空间关系
李文英

摘要：植物是环境景观设计中不可忽视的元素，因此，在设计时如何处理好植物与景观建筑的空间关系是景观设计的

关键点。

关键词：植物形态；景观；建筑；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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