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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园课程中有效运用自然资源的策略研究
张　文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悦龙幼儿园，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自然环境是幼儿身体、心理发育与发展的关键，“生活教育”这一理念也是从自然环境中产生的。老师要根据自然资源的教

育意义和儿童的年龄特点，拓展幼儿园的教学内容，将自然资源有机地融入幼儿园，让幼儿持续感受到自然环境独特的教育意义和魅力，

可以自主地去探索自然资源，自主地开展研究，体验大自然的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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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虽然有着丰富的教育资源，能够有效地进行各项教学

活动，但是，由于其内容的局限性，很难有效地促进幼儿园的教

学活动向纵深发展。因此，教师要积极突破资源的局限，将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自然资源的利用上，为幼儿营造一个好的学习氛围，

激发幼儿的学习热情，让教育资源的教育功能最大化。

一、在幼儿园课程中有效运用自然资源的意义

（一）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纲要》明确提出，要以幼儿的生活体验为依据，认识自

然和环境与人类生活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幼儿与自然的接触日益减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缺

少大自然的经验，幼儿不能和大自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幼儿

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在

幼儿园教学中，可以很好地利用自然资源，让幼儿从不同的角

度来理解和理解大自然，同时，还可以适应幼儿的发展特点，

让幼儿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中，获得更多的大自然经验。从长远

角度讲，自然资源对幼儿性格的塑造、个性的发展和心理的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有益于幼儿对自然环境的认识

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让幼儿更好地了解自然资源，

了解自然资源与生命和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建立起爱护自

然和保护自然的观念，从而建立对自然的正确认知。另外，将自

然资源运用到幼儿园课程教学中，可以让各类活动更具创新性与

多样性，激起幼儿的求知欲，增强其学习动力，使其既能集中精力，

又能加强自我约束，促进其探究行为。同时，这也能极大地提升

幼儿的实践能力，发挥其想象力。

二、在幼儿园课程中有效运用自然资源的策略

自然资源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但体现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而且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人文历史上都有很高的

教育价值。3-6 岁幼儿认知与理解水平普遍偏低，对自然界的认

识也十分有限。为此，老师要从多个方面为幼儿创设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幼儿充分感受到自然资源的独特魅力，才能使其更好地

应用于幼儿园课程中。

（一）挖掘自然环境，领略自然资源魅力

虞永平教授的“全收获观念”是指幼儿的种植行为，不仅

要使幼儿从种植中获益，而且要使幼儿从种植中获取多种技巧。

虞永平也指出，在幼儿园中，种植是一种普遍的活动，是幼儿

与植物、土壤、水以及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植物与土壤、

阳光、空气和水分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一种非常关键的方式。近

年来，国内教育界开始重视种植教学，并已在学前教育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果。植被、太阳、土地和水源都是自然资源。在“全

收获”思想指导下，要创造一个以实际操作为主要内容的自然

学习情境。通过再找找活动，使幼儿不断地体验自然之美，从

而实现学习的目标。

在发展自然资源时，可以开设以幼儿为目标的种植课程。在

活动的前期，教师可以与幼儿一起制订一个种植方案，根据种植

的内容查询相关的信息，清楚了解不同的植物的生长情况、土壤

的需要和适宜的温度，使幼儿通过自己的探究，积极地了解大自然，

感受自然资源。然后，老师和幼儿共同挑选合适的地点，让幼儿

恢复泥土、松土、浇灌，通过这些活动，幼儿对大自然有了更多

的了解。在此期间，幼儿有很多事情要完成，比如：播种、施肥、

锄草、捕捉昆虫、驱赶鸟儿、浇灌、收获。在丰富多彩的种植实践中，

幼儿逐渐了解了天然资源，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获得了大量

的学习体验，体验了大自然独特的韵味。此外，种植是一项将自

然资源与幼儿园课程有机结合的长远教育。在为幼儿制定种植方

案时，教师不能仅要局限于种植，更要结合种植的具体条件，将

自然资源整合到各种课程的教学中去。如果幼儿在一片树叶上找

到“圆形洞”，老师可以把“神秘洞洞”放在自然教学中；在抓

鸟的过程中，教师能在“稻草人”的范畴之内创造出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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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获季节，教师可以到“劳苦大众最难”的地方进行创作。总之，

教师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把各种自然资源合理地融入幼儿园，

使幼儿全面发展。

（二）将自然资源运用于探究活动中，增加对自然资源的认

识

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资料的搜集、分析、解读、回答、预

测、交流结果。探究需要进行假定、批判性思考、逻辑推理和其

他解释。探究是在教师的引导下，根据幼儿自身的自主、合作和

探讨，在现有的教学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对周边的世界和幼儿的

实际生活的了解，充分发挥幼儿的主动性，发展幼儿的智慧，发

展其创造性的思维与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努力地引导幼儿进行

探索，掌握科学方式，开展教育活动，让幼儿自己寻找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获得幼儿所需要的知识。在实践教学中，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指导，激发学生的探究

性学习。为了让幼儿更好地了解蚯蚓的生活习惯，可以安排一些

探险活动。蚯蚓喜欢黑暗，害怕光照，喜欢潮湿和安静的环境，

喜欢生活在 20 公分以下、潮湿、腐殖质丰富的温暖土壤中，同时

一般生长在树叶覆盖物下面的土层中以及腐草堆里。栖息水深为

15 ～ 20cm，取食腐烂的落叶，枯草，菜叶等。蚯蚓有昼伏夜出的

习性，喜阴暗潮湿的泥土。其害怕紫外线直射，因此不能轻易接

触太阳和强烈的光线。如果遇到敌人的破坏，杀虫剂的损坏，洪水，

炎热，干旱，缺氧等等则会离巢暴露。不过，蚯蚓并不害怕红光，

老师可以在春天的时候，带领幼儿到田野中去寻找蚯蚓的生存条

件。在探究中认识到蚯蚓的真实生活，学习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

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三）重视本土文化建设特色的园本课程

本土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把自然资源充分利用到幼

儿园的教学中去，教师可以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发独特的幼

儿园课程。通过这种方式，幼儿不仅能感受到自然资源独特的魅

力，同时也能激起幼儿对自然的好奇。特色的园本课程可以提高

幼儿园的教育质量，让幼儿在玩中获得更多的体验，这对幼儿的

身心发展都是有利的。不同的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在幼儿

园教学中，教师要立足于生活的经历，创设趣味化的幼儿园课程，

让幼儿感受到自然资源独特的吸引力。比如，某地的“茶文化”

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独有的采茶、炒茶、煮茶技术，是该地域的

一张特色“名片”。在创建幼儿园园本课程时，教师可以对茶园、

茶树等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同时还为幼儿设计了一系列融合了实

践和理论的主题课程，从而让幼儿更加贴近大自然，让幼儿对大

自然有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开展一些实践活动，满足幼儿对

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在我国，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在“茶

文化”之外，还有“沿海特色”“冰雪文化”“农业基础”等区

域文化，这是一种具有独特优势的自然资源。幼儿园教育者要拓

宽自己的教育视野，挖掘社会、生活和教育中到处都是的自然资源，

给幼儿提供丰富的幼儿园课程，让幼儿对自然文化充满好奇 心，

使幼儿能够更好地调动其学习热情，这样才能在幼儿园的教学中

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创造出有趣的课堂氛围。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幼儿天性就是爱玩爱闹。将自然资源运用到幼

儿园课程教育中，既能极大地满足幼儿的好奇心，也可以让幼

儿在实践中亲近大自然，体验到自然融为一体的乐趣，逐渐地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体验学习，爱上学习，加入到学习之中，

让教育的生活更加精彩。在实际操作中，教师要找到资源与教

学行为之间的联系，使自然资源在应用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发

挥功能和价值，同时也能让幼儿在自然资源的指导下得到更好

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昕 . 幼儿园主题教育活动中自然资源的应用对策 [J]. 读

写算，2021（34）：71-72.

[2] 郑天然，李立新 . 自然教育资源融入乡村幼儿园课程的路

径与策略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5（34）：109-113.

[3] 张雯婧 . 浅谈自然资源在幼儿园建构游戏中的有效运用 [J].

读写算，2021（31）：57-58.

[4] 王洪燕 . 浅谈自然资源在幼儿园的开发和利用 [J]. 新课程，

2021（42）：172.

[5] 潘多莉 . 自然资源在幼儿园活动中的运用与思考 [J]. 家教

世界，2021（24）：10-11.

[6] 王雨 . 自然资源与幼儿园主题教育活动相结合的探讨 [J].

智力，2020（33）：166-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