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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村幼儿园区域环境的创设
林　枫

（广西开放大学，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幼儿园指导纲要》要指出：“幼儿园环境是一个关键的教育因素，它可以通过有效的环境设计和使用来推动幼儿的发展。”

由此看出，在幼儿园，环境是一种主要的教育工具，优质的环境建设及应用可以让幼儿在与环境的交流过程中提升各种技能。对于农村

幼儿园来说，怎样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并展示其独特的风格是值得探究的话题。幼儿园要秉持“以幼儿为中心”的原则，创造出适合他们

发展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因此针对农村幼儿园的环境创建做了一些研究，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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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活动是幼儿教育的核心部分，其对幼儿发展的影响力不

容忽视。实施区域活动时应确保所有幼儿都能参加并从中受益。

在这一环境中，幼儿能够按照他们的喜好挑选学习工具，以不同

的方式探索知识，获取多元化的经历。这有助于推动幼儿的全方

位成长。这种无拘无束且充满活力的环境，为幼儿提供了独特感受，

让幼儿有机会亲身体验不同的角色情绪和观点，从而感到无比愉

悦和充实。因此，区域活动受到了许多幼儿的喜爱。农村地区的

幼儿园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的有效运用不仅扩大了区

域活动的内容，还提高了幼儿们的参与度，增强了幼儿实践能力

及创新思维，使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得到全方面均衡发展。

一、幼儿园环境创设的重要意义

优质的幼儿园能够以其独特的文化和精神影响到所有幼儿，

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教育影响力，同时也是评价幼儿园质量的

关键指标。首先，幼儿园的环境设计应与其教育理念保持一致，

通过合理地使用和分配园内的各种资源，来创造出有利的条件，

使幼儿们在一个充满活力且富有文化的氛围下学习成长；其次，

由于幼儿的年纪较小，其心理发育还未完善，因此，营造一个积

极而又合乎逻辑的幼儿园环境，有助于刺激幼儿的思考能力和想

象力的发展，从而提升幼儿学习的热情和创新意识；最后，幼儿

园的环境设置作为一种外部表现形式，不仅有利于展现幼儿园的

实力和水准，同时也满足了中国现代化幼儿园建设理念。

二、农村幼儿园区域环境创设的要求

（一）与活动目标相适应

区域环境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具备明确的目标指向性。当

幼儿园老师设计并构建环境时，需要确保其符合课程目标的要求，

以便能够指导幼儿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何去做。

这样一来，就能充分利用环境发挥教育的价值。例如，如果本月

幼儿园的活动主题为“了解四季”，那么幼儿教师可以通过提供

关于这个主题的相关读物来丰富幼儿的阅读体验；又如，为了培

养幼儿们协作的能力，幼儿教师在布置活动场地和设备时就需要

考虑到人数的问题；再者，若要让幼儿锻炼手部的小肌肉运动能力，

则可在美术室或工艺室内摆放些珠子或是编织类物品，以激发他

们的精细化操作行为等等。总之，幼儿园环境创设有其特定目标，

旨在推动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二）与幼儿的年龄特征相适宜

从年龄阶段特性出发，可以发现每个年龄段的幼儿都具有独

特成长和心理特性，并且这些特质并非均衡地分布于各个群体中。

即便是在同一年龄段的幼儿，他们对感官体验、喜好、性格及技

能等方面的偏好也会有所区别，使得幼儿对环境需求产生差异化。

所以，幼儿教师必须重视这一差异特征，并依据幼儿年龄特性设

计适宜的教育环境，以此推动幼儿全方位、均衡发展。例如，对

于小班幼儿来说，更倾向于选择颜色明亮、类型有限但数量丰富

的玩具，防止幼儿因竞争而发生冲突，此年龄段的幼儿主要通过

模拟行为参与到游戏当中去。然而，针对大班幼儿来说，幼儿教

师应该提供更多有创意或者能多次使用的教具，原因在于，大班

幼儿已经开始扩大自身视野，积累了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同时他

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在逐渐形成，如果沿用单调乏味的教学工具，

可能会阻碍幼儿想象力和创新力。由此可见，唯有深入理解和把

握幼儿的年龄阶段特性，才有可能构建符合幼儿特性的学习环境。

（三）注重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德国著名的学前教育家、幼教奠基人福禄贝尔曾经表示：“教

学目标应该是全面覆盖所有幼儿”。由于每个幼儿的年纪、性格

特质及成长速度都有显著差别，他们对于环境的需求也会有所变

化。事实表明，幼儿并非会对周边所有环境感兴趣，所以，幼儿

教师在设计教学环境时需要考虑如何推动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第

一，确保环境的安全性。这是幼儿教师创建环境时关键衡量因素

之一，包含设施器材、玩具等是否无毒无害，器具是否有锐利的

边缘以避免幼儿受伤等等。同时，幼儿教师也要关注走廊的通畅

性，以便于预防潜在风险。第二，要保证活动的舒适度，让幼儿

感受到家的温暖。例如，可以把一些软垫放在读书室，或铺设一

张小地毯，这样既能够吸引幼儿注意力，也能减低声音干扰，更

重要的是，增加幼儿阅读频率。第三，创造让幼儿感觉亲切的环境。

通常来说，当幼儿面对陌生的环境时会有紧张情绪，如果幼儿是

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则更容易放松。对此，幼儿教师应尽可能

营造出温馨、亲近且跟幼儿日常经历相匹配的环境，以此来缓解

幼儿焦虑和不安，使幼儿全情投入到环境活动中去。

三、农村幼儿园区域环境创设存在的问题

（一）以教师为主导，忽视幼儿的参与

在幼儿园中，师幼应一起协作，并积极投入到区域环境设计

与建设过程。根据陈鹤琴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当幼儿亲自设

计和制作所处环境时，幼儿会更深入理解各类环境元素，并且主

动去保护环境。教育价值不仅仅存在于环境本身，同时也体现在

创造环境的过程。许多农村幼儿园在构建区域环境时，往往过于

依赖幼儿教师的力量，而忽视幼儿的作用，更多的是以成人的视

角来考虑问题，而不是站在幼儿的立场上思考。尽管幼儿教师付

出了很多努力，但在影响幼儿学习成效等方面并不明显。有些幼

儿教师甚至强行限制幼儿活动范围，只允许观看而不让幼儿触碰

任何东西，过分强调外观的美观度，完全剥夺幼儿参与的机会。

（二）重视静态、轻视动态

农村幼儿教师在构建区域环境时，通常更倾向于选择固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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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移动的环境元素，相对而言，幼儿教师会较少使用可以替换

或动态的空间布置。有些幼儿教师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或者降

低成本，可能一年只更换一次游戏设备与教学资源。例如，某些

幼儿园可能一年内不曾变更图书馆书本内容，角色区、美术区及

思维训练区中的教育素材也不会根据学习目标做出相应调整。这

种静态学习环境缺少实时性和灵活度，难以有效地向幼儿传达新

的教育资讯，也不能吸引幼儿注意力，无法提升幼儿学习兴趣。

长此以往，幼儿会对这些环境感到厌倦，从而导致其教育成效无

法得以实现。

四、农村幼儿园区域环境创设优化路径

（一）利用农村本土资源，创特色区域活动

将乡土资源和自然资源引入幼儿园，创造园内的区域活动。

基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因素，幼儿园要致力于打造“绿色教育，快

乐成长”的教育理念与办学风格。由于大部分幼儿的学习生活都

在幼儿园度过，幼儿教师可以收集本地自然资源作为教学素材，

用于教室和各个功能区的装点设计。这不仅解决了农村幼儿园缺

乏室内设施和玩具的问题，还能够有效发扬农村自然优势，鼓励

幼儿使用各类自然元素（例如：树叶、种子、废弃物等等）创作

出各式各样的图画或玩具，以此美化幼儿园环境。此外，幼儿教

师还可通过指导幼儿创意实践，激发幼儿主动性和创新精神，从

而使幼儿更深入到区域活动中去，提升幼儿实践操作技能。

（二）就地取材，精心设计

正如教育家陈鹤琴曾经提到的那样：“来自自然和社会的资

源是获取信息的主阵地。”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天然物产，为幼

儿活动提供无限可能。无论是粘土还是鲜花与绿叶，都让人爱不

释手；而谷穗、小麦杆等农作物也随处可见。为了让幼儿有更多

机会接触到有趣的事物，并从中学习成长，幼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尽可能地使用自然素材作为教玩具，以此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及创

造力。例如利用废弃的高梁杆搭建房屋模型，或是把黄豆外衣剪

裁后拼接起来形成篱笆墙，以米粒和小颗粒粮食制成的可爱的小

鸟形象等等。此类实践活动不仅能提高幼儿的操作能力和想象力，

也能使幼儿园环境更加多姿多彩。

（三）利用农村社区资源，发挥区域活动的教育性

农村地区的“农产品交易中心”“水果种植地”及“农业蔬

菜生产基地”等环境为幼儿提供活动场地。幼儿教师指导幼儿比

较各类农产品的售价，让幼儿知道哪些蔬果更昂贵，从而增加幼

儿日常知识储备。同时，幼儿教师也在幼儿园内部设立类似的“社

交场景仿真区”，以协助幼儿掌握生活技能。此外，鼓励幼儿研

究谷类、麦子等作物的生长与收获过程，以便幼儿理解农耕的重

要性。借助城市公共空间如公园、运动场等地，幼儿教师可带领

幼儿观看农民伯伯如何享受闲暇时光，能让幼儿亲自体验不同设

备的功能等等。通过多元化社区资源互动，可增强幼儿对农村生

活的认知，并允许幼儿在感兴趣或需求的前提下，自由选择喜爱

的活动领域自主探索，这样既能在娱乐中学到知识，也能发挥出

教学的重要作用。

（四）利用幼儿及家长资源，丰富区域活动环境

第一，幼儿教师引导幼儿自选自制活动材料。在构建区域环

境时，自制活动材料被视为幼儿积极参加区域活动的关键因素之

一。给幼儿提供参与区域活动的机会，同时也能有效减轻幼儿教

师创建区域环境的压力。使得幼儿教师能专注于如何激发幼儿的

积极性，同时也让幼儿有更充足的时间去体验区域活动。第二，

幼儿教师做出恰当的支持和必要的帮助。主题选择和信息搜集等

方面都包含教学机会，这是幼儿介入空间设计的核心意义之所依。

一方面，需考虑幼儿园自身资源配置情况，创建安静且有秩序的

环境；另一方面，则应鼓励幼儿主动参加到过程中去，这样才能

够让区域环境成为幼儿喜爱之地与健康生长乐园。第三，巧用家

长资源，使区域活动的材料更加丰富饱满。根据皮亚杰的研究成

果得知：“幼儿智力发展源自于学习资源。”而这正是区域活动

中教育的核心价值所在。当幼儿接触到更多样的学习工具时，幼

儿在实践中会更加聪慧、充满信心且勇敢无畏。农村幼儿园与家

庭合作，可以通过扩展幼儿学习空间，让幼儿能够健康地享受生活，

同时也能推动幼儿教师、幼儿及家长一同进步。

（五）创设与主题教学相关的环境

教育活动的核心元素在于主题环境的设计及执行，而幼儿学

习、感情和社交能力都源于他们对环境的影响。在环境设置过程中，

幼儿园需要摆脱以往作为视觉装饰作用的内容，在区域环境设置

中融合主题活动。必须充分发挥其乡土特性，并将其有效地应用

于主题教学实践中。例如，当组织“收获的秋季”这一主题活动时，

幼儿教师鼓励幼儿带来具有农村特点的物品：比如棉花、玉米、

水稻、柑橘、柚子、辣椒等等，同时也会拍摄一些关于农田丰收

的图片张贴在过道上，以此激发幼儿的兴趣和爱意。在学完《马

路上的故事》之后，幼儿教师会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材料（如树枝、

棉花壳、丝瓜瓤）引导幼儿们制作出符合主题的活动背景墙，描

绘出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交通工具。这种方式不仅能满足幼儿们的

求知欲和好奇心，还能使得主题活动更具发展的自发性特征。此外，

幼师也积极运用农村元素作为教育素材，根据不同时节设计相应

的课程内容以适应气候变化：例如春季时分，引导幼儿走出校园

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然后收集一些绿叶及野花制作成班级装饰

画作背景板，以此增强幼儿对四季变换的感觉体验。夏季则会采

集各类盛开的植物供小朋友们观赏学习，并且鼓励大家参与其中，

共同完成作品展示于黑板上。秋季把丰收后的庄稼带来课堂中让

幼儿亲自触摸感知，从而激起其探究欲望。冬季则是和幼儿一同

玩冰嬉戏，使整个空间充满童趣色彩。

五、结束语

幼儿非常喜欢参与区域游戏活动，此类活动能够为幼儿全面

发展提供多元机会。因此，构建一种有利于幼儿成长的环境成为

了关键任务，这也是农村幼儿园所面临的挑战。需要深究现阶段

农村幼儿园教学场所设计中的不足之处，然后针对性制定解决方

案，以期给幼儿教师一些指导意见，来推动幼儿的进步及提升农

村幼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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