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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幼儿园主题教学下的环境布置 
◆阿丽玛 

（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幼儿园） 

 
摘要：创建幼儿园环境是孩子们沟通的媒介，也是孩子们与他人讨论和

互动的基础。通过创造主题环境，孩子们可以在与师生创造环境的过程

中逐步理解人际交往的规范和技巧，讨论环境的创造，以及人与人之间

的真实互动。并逐渐适应社会生活。儿童可以专注于主题教育，使用自

己的语言来进行游戏活动，也通过收集的材料，借助环境来表达自己对

生活的感受和想法。本文针对幼儿园主题教学环境布置进行分析，希望

能够为优化教学环境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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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对主题活动创设的价值 
理想的幼儿生活环境包括了环境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家庭环

境，教育或环境，包括学校的教育。社会教育，足以渗透在家庭
教育。国家环境教育的教育中。 

现代化教学发展十分注意幼儿园教学环境建设，这表明，结
合现代化建设发展，幼儿的身心发展得到了重视，也说明了环境
的重要性。 

幼儿教学教学环境的设计，需要结合儿童早期发展和个人护
理的身体、心理方面进行研究。处于幼儿期间的孩子，好的环境
对其智力发育有着重要作用。可见，正确认识环境因素对儿童行
为发展的影响，分析幼儿行为形成及时思维意识，能够促进幼儿
身心发展。 

2.相关定义分析 
2.1 幼儿园主题活动和类型特点 
学前教育的主题有很多主题探讨的活动，其活动设计的教学

计划，活动主题主题都应当结合幼儿的身体发育特征，在这些教
育活动以及结构结构下，老师的规划和幼儿关系的到了改善。可
见，老师的教育理念的改革，对于优化儿童的执行过程中与老师
和孩子们的关系有着重要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幼儿主题活动都有特定的游戏形式，无论
是单元课程，项目活动还是各种主题活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组
织形式。也就是说，他们都有“主题”。在对象进行研究对象幼
儿园活动活动的定义，并实现一连串的教育指示，完善综合性的
课程有， 终实现幼儿的集体化教学任务。 

2.2 幼儿园环境 
幼儿园环境即定义为儿童幼儿园环境教育研究的本身，也就

是对幼儿，幼儿园的影响幼儿发展的发展所有影响的外部条件和
幼儿园教学活动构成。 

3.主体活动环境设布置要点和措施建议 
3.1 注意视觉效益 
因此，幼儿园主题课程环境的色彩设计具有重要的社会意

义。可以看出，创造适合幼儿的颜色在幼儿的发育中起着重要作
用。幼儿园主题课程的环境色彩设计尽可能优化，以避免视觉污
染和色彩环境的视觉锻造。 

颜色污染是指其他颜色＃混沌或颜色太亮，刺眼，即纯度太
浓，色调过多，亮度对比度过高，比色组容易使人疲倦颜色刺激

使人太兴奋让人感觉疲劳。长期生活在和谐的环境中会导致情绪
焦虑，疲劳，失去注意力，甚至紧张，失眠和精神疾病。这些拟
人现象足以使人的心理状态失衡，导致各种疾病和身体机能的恶
化，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暴露于过于单调的颜色往往具有独特
的认知态度和思维方式，并且长期处于颜色复杂或者是对比度强
的环境中，孩子的压力就变大，建议在配色方面选取贴合自然的
颜色，并注重生活化和细节化，保证幼儿心情和心理舒缓。 

3.2 创意创造 
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组合成各种设计理念。每个环境布

置都是针对幼儿的创造性思维过程。在老师的指导下，随着知识
的积累，孩子们开始根据图形的特点制作出一个目的确定的主题
环境。并结合装饰素材大小进行排序，排序，划分和比较。幼儿
在“装饰布置游戏活动”中增加了对想象力，创造力，思考和观
察的理解和发展。  

3.3 学生为主 
目前，一些幼儿园教师仍然在环境创造过于独断，没有注重

对孩子的关注和吸引。即使为当地活动提供了各种装置环境，由
于幼儿缺乏参与，很难引起对查询的关注。有些人花了很多时间
来精心制作和表达活动空间，并将成年人的思想带入孩子们的世
界。但是对于幼儿来说，这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它不仅符合孩
子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让他们感到不安（担心教师的错误）。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幼儿害怕时，他们的学习欲望会减弱，
幼儿的想象力会受到抑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幼儿的实际情况入
手，让他们参与创造环境。因为幼儿对他们所参与的环境有特殊
的感受。幼儿只能在他们真正属于的环境中发挥创造力。因此，
教学环境应当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得到尊重，并发挥主权。 

4.结语 
在幼儿园创建幼儿园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它与儿童的生活密

切相关。然而，在实践中，教师在整个教学环境中没有注重教学
环境，但出于各种原因。并优化幼儿园环境创建。这也是本文研
究的意义。对此，笔者建议，在主题活动中，教师要结合学生的
学习年龄以及喜好，将布置权限交给学生，让其发挥自己的创造
力，并不断优化环境，这样我们才能在这种活动让孩子幸福成长，
让我们的孩子做得更多，更好，学的更快，往更好的发展，也能
够适应更多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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