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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自然体验活动的组织策略研究
谭圆圆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莲花幼儿园，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 陈鹤琴先生认为儿童喜欢在大自然中观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真正让儿童参与到自然劳作中，他

们才会对生存的世界有更切身的感受。《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指出“要经常带幼儿接触大自然，激发其好奇心与探究欲望”，

“支持幼儿在接触自然事物和现象中积累有益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如何组织幼儿开展自然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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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体验活动的重要性

自然体验能够促进幼儿对自然世界的理解，能够强化幼儿与

自然的联系纽带或自然依恋。理查德·洛夫则从反向证实了自然

体验的重要性，提出“自然缺失症”命题，揭露孩子与自然的疏

离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一、无视或漠视自然，对自然充满敌意或恐惧，缺乏对动

植物的同情心。

第二、欠缺自然知识，对食物的来源与周边的动植物知之甚少。

第三、感官与知觉能力倒退；

第四、想象力与创造力贫瘠；

第五、注意力缺陷；

第六、肥胖问题、视力问题与体质问题。

第七、多种心理疾病。

只有重建与自然的联结，孩子才更有可能摆脱这些问题，实

现高品质的生命发展。因此，自然体验活动不失为幼儿生命教育

的一种有效方式。传统操场上的活动主要由重复性动作组成，而

自然体验活动的游戏行为更为多样，孩子们可以创造性地运用他

们的身体和感官，能够充分发挥自然接触与自由玩耍的潜力。

孩子运用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游戏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不可或缺

的空间，在这里，孩子们得以成为自己与世界的共同创作者。这

种主体采取积极的姿态和立场，而不是仅仅沉思默想或被动地适

应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孩子们在共同创作世界的行动中，正在

扩张性地创造一个广泛涵盖社会结构与过程、文化准则与规范、

话语和叙事、以及工具与传统的世界。在此过程中，每个孩子都

成为社会世界中独一无二的个体和不可替代的主体，拥有真实的

声音和不可复制的身份。

二、自然体验活动的意义

中国关于自然的论述最早见于《老子》，在道家思想里，

“道”“自然”具有终极的思想内涵，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自然规律。

陈鹤琴先生认为儿童喜欢在大自然中观察。“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真正让儿童参与到自然劳作中，他们才

会对生存的世界有更切身的感受。《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明确指出“要经常带幼儿接触大自然，激发其好奇心与探究欲望”，

“支持幼儿在接触自然事物和现象中积累有益的直接经验和感性

认识”。

户外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自然刺激，通过触摸、听觉、视觉、

嗅觉和味觉的体验，促进幼儿的感官发展，拓展他们对世界的感

知能力。幼儿园自然体验活动指的是通过在自然环境中的各种活

动来促使幼儿对自然世界进行观察、探索、亲身体验和参与。这

些活动旨在让幼儿通过自主的方式，以感性的方式认识和理解周

围的自然环境。

（一）自主性和主动性

自然体验活动强调幼儿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在这样的活动中，

幼儿有机会自由选择和决定他们感兴趣的事物，以自己的步伐参

与活动，从而促使他们更积极地学习。

（二）感性认知

这类活动注重通过感观体验来启发幼儿的认知。幼儿可以通

过触摸、闻、听、看等感官的参与来加深对事物的理解，这种感

性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幼儿更深层次地理解自然现象。

（三）探索与发现

自然体验活动鼓励幼儿主动探索和发现周围的环境。通过在

户外活动中观察天气、植物、动物，感受季节变化等，幼儿可以

培养好奇心和求知欲，从而建立积极的学习态度。

（四）情感体验

在自然中，幼儿会经历各种情感，如快乐、好奇、惊奇等。

这种情感体验有助于培养幼儿的情感表达能力，提高情感认知水

平，促进情感社交的发展。

（五）社交合作

在自然环境中，幼儿有机会与同龄人互动，共同参与各种活动。

这有助于培养幼儿的社交技能，如合作、分享、沟通等，提高他

们的团队合作意识。

（六）环境意识

通过自然体验活动，幼儿可以逐渐形成对环境的尊重和保护

意识。这对于培养未来的环保意识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具有重

要的影响。

大自然可以开阔孩子的眼界，更可以开阔孩子的思想，帮助

孩子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热爱自然、融人自然。它是一部具体、

形象、生动、可感的百科全书。幼儿在与自然聚精会神的交融中，

能够萌发对大自然的热爱，产生对家乡的倾慕之情，从而培养爱

祖国的情感。大自然的神秘和美好深深吸引着幼儿，引领幼儿亲

近大自然，幼儿就会在自然美景中充分开动心灵的机器，好奇心

得到激发，整个心灵与周围世界产生亲密互动，沉浸在这种快乐

的状态中，幼儿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加深了，心灵也成长了。综合

而言，幼儿园自然体验活动的含义在于通过自主、感性、探索的

方式，培养幼儿对自然的理解和关爱、自主探究能力。

通过户外自然体验活动，幼儿能够在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中

学到知识、培养技能，并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些活动有

助于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社交能力和学科水平的全面发展。

三、自然体验活动的组织策略

幼儿园自然体验活动对幼儿的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有

助于培养他们对自然的兴趣、观察力和探究精神。在组织自然体

验活动时，需要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点、发展水平以及安全因素等。

（一）活动目标与内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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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明确的活动目标，并将其细化为不同层次，以适应不

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水平。例如，对于幼儿园小班，可以强调感

知和认知的基础；对于大班，可以注重培养问题解决和团队协作

的能力。

2. 选择与幼儿发展水平和兴趣相适应的自然主题，如四季变

化、植物、昆虫等。

3. 设计富有趣味性和参与性的活动内容，让幼儿通过亲身体

验感受自然之美。

（二）活动安全保障

1. 在活动前进行场地检查，确保没有危险物品和危险区域。

2. 为每个幼儿配备必要的安全装备，如太阳镜、帽子、防蚊

喷雾等，确保在户外活动时的安全。

3. 设定安全规则，并通过简单的方式向幼儿传达，强调安全

意识。

（三）选择合适的场地

1. 选择有足够自然元素的场地，如有花草、树木、小动物的

庭院或公园。

2. 确保场地周边环境安全，避免有交通、工地等危险因素。

（四）创设情境和材料准备

1. 在自然体验活动前，设置一些引人入胜的情境，如搭建一

个小型的“探险基地”或“自然科学实验站”，增强幼儿的参与感。

2. 准备简单易懂的材料，如放大镜、观察盒等，帮助幼儿更

好地观察和感知自然。

3. 将自然体验活动融入到多个学科中，例如语言、科学、艺

术等，创造一个全面发展的学习环境。

4. 利用自然场景进行绘画、数数、观察等整合活动，提高幼

儿对不同领域的综合理解。

5. 结合不同季节的特点，规划相应的自然体验活动，使幼儿

能够在不同的季节中感受到自然的变化。如利用春天的花草、夏

天的阳光、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等元素，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

6. 在特殊的自然节日，如地球日、环境日等，组织相关的自

然体验活动，强调对环境的尊重和保护。通过庆祝自然节日，培

养幼儿的环保意识，让他们在活动中学到社会责任感。

（五）教育引导

1. 教师要成为引导者和激发者，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学习欲

望。提前介绍活动主题，激发幼儿对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

2. 在活动中通过引导问题，帮助幼儿观察、思考、提出问题，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在活动中注重观察幼儿的表现，根据不同

幼儿的兴趣和能力进行个性化引导。

3. 利用丰富的教育资源，如图书、图片、实物展示，帮助幼

儿更好地理解自然现象。鼓励教师与幼儿共同参与活动，促进教

师与幼儿之间的互动和沟通。

（六）合理安排时间

1. 控制活动时间，避免过长或过短，保持活动的新鲜感。

2. 留有足够的自由时间，让幼儿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自由探索，

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七）多元化的体验方式

1. 结合游戏、手工制作、观察等多种方式，使自然体验活动

更加多样化。  

2. 创设各种情境，如小组合作、独立观察等，促使幼儿在不

同的情境中学习。

3. 通过安排不同类型的自然体验活动，如户外游戏、植物种植、

小动物互动、小山坡打滚、放风筝等，让幼儿在多样性的活动中

获取更全面的体验。

4. 尊重幼儿的个体差异，提供多样性的活动，满足不同程度

幼儿的需求。

5. 利用周边社区资源，邀请专业人士、自然爱好者等参与自

然体验活动，为幼儿提供更广阔的学习视野。

6. 利用科技手段，如投影仪、虚拟现实等，丰富自然体验活

动的形式，提升幼儿的学习体验。

（八）记录与展示

1. 鼓励幼儿在活动中进行观察、绘画、手工制作等记录，培

养他们对自己学习过程的反思和总结能力。

2. 利用展示板、班级墙等途径，展示幼儿在自然体验活动中

的成果，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九）家园合作

1. 主动与家长沟通，介绍自然体验活动的重要性及计划，鼓

励家长在活动中积极参与。

2. 邀请家长参与一些自然活动，如野外郊游、植树等，促进

学校和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

（十）情感体验

1. 引导幼儿通过自然体验建立与自然界的情感联系，培养对

大自然的热爱和尊重和保护意识，形成持续的环保观念。

2. 在活动中注重情感体验，例如让幼儿感受阳光的温暖、草

地的柔软，通过五官的感觉来加深对自然的情感认知。

（十一）小组合作与社交技能

1. 安排小组自然体验活动，鼓励幼儿在小组中相互合作、分

享观察成果，培养团队协作和社交技能。

2. 在活动中引导幼儿学会尊重他人的观点，通过合作体验共

同成长。

3. 在自然体验活动中，幼儿有更多的机会与其他孩子互动、

合作，培养团队协作和社交技能，增进友谊，提高沟通能力。

（十二）反思和评估

1. 活动结束后进行反思，总结活动取得的成果和问题，并及

时调整改进。

2. 收集幼儿的反馈意见，了解他们的感受和需求，为未来活

动提供参考。

3. 结合季节变化、幼儿发展情况等因素，灵活调整自然体验

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保持其吸引力和实效性。

三、结语

通过综合考虑这些策略，可以使自然体验活动更加有针对性、

安全、富有趣味，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幼儿园自然体验活动是培养幼儿综合素养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组织策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活动的效果。以上策略的综合运用有

助于在幼儿园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自然体验活动，促进幼儿

在自然环境中全面发展，提升幼儿对自然的认知和兴趣，培养对

自然的热爱和保护意识。不同的幼儿园可能有不同的特色和资源，

因此在实践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不断总结

经验，适时调整方案，确保自然体验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幼儿园可以逐步完善户外自然体验活动，使之更加贴近幼儿

的学习需求，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及时总结和分享经验，形成

可持续的改进机制，有助于提高户外自然体验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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