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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视角下的幼儿园学习环境创设实践

罗小兰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黄埔学校附属幼儿园　广东深圳　518000

摘　要：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中，与幼儿园的学习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幼儿园的学习环境既有内部的，也有户外的，它还

可以按照幼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来进行划分，也可以按照五大领域的教育目标来进行划分。本研究将生活中的实际工

作经验和幼儿的认识发展特征相结合，对幼儿园的学习环境的创建进行了研究，确定了在多元视角下的幼儿园学习环境创

建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幼儿的需求，根据幼儿的发展规律，设计出一套基于幼儿立场、符合幼儿发展规律的

幼儿园学习环境创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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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学习是从生活中来的，也是从生活中来的，最

终回到生活中去的。儿童的视角，也就是，老师从幼儿的需

要以及幼儿的学习活动的多个方面来看，给幼儿创造一个好

的学习环境，为各个方面进行交互的生活情境教学，把幼儿

作为幼儿园学习环境创设的主体，是至关重要的。

一、儿童视角下的幼儿园学习环境范畴

1. 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幼儿园要重视儿童的物质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

稳定、丰富多样的物质环境，以满足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发展

的需要。物理环境包括幼儿园的建筑、室内外活动的布置、

活动的素材以及家庭教育的各种资源，也包括了丰富多彩的

游戏活动，以及教师的指导与支持。幼儿园也要重视儿童的

心理需要，给他们创造一个温馨、健康的心理环境，刺激他

们的各种情感体验，提高他们的归属感和快乐感。

2. 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

在幼儿园的学习环境中，内部的环境给孩子们提供了

安全、温暖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内部的学习环境是比较封

闭的，它的创设有助于孩子们在他们所熟知的生活情境中持

续地进行学习，而房间里的各种材料的摆放，也方便了老师

对幼儿的自主互动进行观察，并能及时地为他们提供合适的

帮助。与室内相比，户外空间更加开放，更加自由，可以给

孩子们提供比较开阔的环境，室内的大多数活动都可以在户

外进行，室内外都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学习环境。在教学过

程中，老师们把室内外的环境相结合，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多

的探索和创造的机会。

二、儿童视角下幼儿园学习环境创设的策略

1. 儿童视角下的学习环境

一种适合的幼儿园学习环境的创设，应当是接近大自

然，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具有很好的艺术性，并且要做到材

料的开放、空间的开放、资源的开放，环境的创设要具有一

定的示范意义，具有指导性。在创造过程中，教师应坚持六

项基本原则，即提倡幼儿自主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自然真

实，从而有效地推动幼儿的学习和发展。

第一，以儿童为中心，为儿童创造可以自由探索的环境。

在开放的环境里，孩子们可以找到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可

以自己动手做，这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参与和探索，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进行自己的探索。第二，以安全为前提，

为幼儿提供多种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为了解决学生的安全问

题，老师可以在教室里布置积木区，阅读区，生活区，美工

区，角色区，音乐区，隐私角落等活动区，让学生们可以方

便地在各个活动区之间进行交流，使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所

处的区域特点，将自己的活动内容投放到各个区域。第三，

有一定挑战，就算是同一个年龄段的幼儿，其认知发展也是

有差别的。在学习环境创设过程中，老师要把不同儿童的发

展状况都考虑进去，不仅要满足发展较好的儿童的需要，促

使他们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同时也要让发展不足的幼儿愿

意参与、愿意探索、能够提升。第四，提供自然资源，让幼

儿亲身经历生活情境老师可以运用父母及社会资源，搜集适

合课程及幼儿成长的天然素材。例如，贝壳、树枝、树桩、

竹叶青藤、锅、瓜、壳等，以及用于装饰的干花和干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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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物质无处不在，供孩子们观察和探索。第五，倡导经济

环保，在幼儿园里，废弃的物品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旧

光盘可以用来进行美术创作、建造支架和进行科学研究；食

用过的果壳儿，不仅可供居住区域内的儿童进行精细运动训

练，还可作为美工区美术创造之用；废弃的奶盒，可作为作

品的背衬，也可做成各式各样的形状。第六，有利于互动沟

通，为老师提供良好的观察和支持环境。例如，教师的位置

分布与区域规划的渗透性，区域间的关联性与独立性，幼儿

的表征与教师的观察记录，以保证沟通的顺畅，观察的及时，

支持的到位。

2. 发现儿童，关注需要

第一，定点定人，让幼儿们有更深入的探索需求。每

一个班级都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一块固定的游戏场地，

开展自己的游戏，这样才能确保老师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观

察和追踪。在收集和分析儿童游戏的情况之后，我们就可以

对儿童的游戏进行分析，并对游戏的指导策略和最优的材料

供应进行了分析。第二，动静相结合，根据儿童个性的不同，

给儿童配备了室外书盒，让他们在室外自己拿书，在室外的

大树下、草地上、树桩上读书，也可以在室外的小木屋、帐

篷里玩捉迷藏，也可以安静地待在那里。让热爱体育的幼儿

们尽情地奔跑，让爱好宁静的幼儿们也能在喧闹的环境中找

到一块“静”的净土，让个性各异的小朋友们得到最大程度

的满足。第三，适时添置，发掘幼儿多样化的兴趣需求，伴

随着环境的运用，幼儿表示想要在幼儿园里骑车；你可以和

父母一起玩一些民俗活动，比如跳房子，踢毽子；盼望在野

外玩娃娃家，野炊，买卖物件；儿童对动物的喜爱是天性的，

为了让幼儿能够更好地观察和照顾幼儿，幼儿园的园圃中还

增加了一些小鸡、小兔子，以满足幼儿对生命的关怀与发现。

因此，五园一分为九，增加“智趣园”“交通模拟园”“农

家小院”“扎染房”“民间游戏园”“微笑农场”等。第

四，自由探索，发掘孩子们独立探索的需求，孩子们可以在

交通公园里任意选择自己喜爱的各种小车，在幼儿园的任意

一处游乐场里自由穿梭；可以将从农场里摘下的蔬菜送到农

家院子里进行烹饪；可将其运送至益智园进行游戏；还可以

去扎染车间体验扎染；还能在游乐园里滚铁环，踢毽子。在

自主设计的游乐场中自由穿行，使幼儿园真正成为幼儿自由

选择、自由探索、自由交流、欢声笑语的游乐场。第五，收

纳空间，找出儿童们的收纳需求多元化的材质收纳设备：收

纳筐、收纳架、挂钩，根据孩子的高度及场地需求来设定。

安装充足的龙头，以便于及时清洁和整理。为幼儿准备衣物

收纳架，可移动的水壶支架，多种休息凳。购买各类遮阳设

备，如遮阳篷、太阳伞、遮阳网，以及防水运动服装、雨靴、

防沙靴子、罩衣等。

3. 全面考虑创设适宜的物质环境

幼儿园要结合幼儿园空间的实际情况，从各个方面创造

合适的学习环境，做到室内外相结合，动静结合，功能互补。

特别是室内的学习环境的创设，要对儿童的数量、年龄、内

部的整体布局、功能板块的划分、柔性的悬挂和隔断、平面

和立体的材料和材料的选择和颜色的搭配等方面进行考虑，

将活动的主题预设和产生，将课程内容和办园的目标融入环

境中，操作材料的基本和发展性，环境创设的艺术性和儿童

参与性，学习环境的适切性和教育性。

4. 积极打造温馨舒适的心理环境

在合适的学习情境下，师与师的关系融洽、师与友的

共享与互助、师与师之间的适时反映与同侪的分工协作。幼

儿园创造了一个安全、愉快的心理环境，可以让孩子们安心、

有序地玩耍，可以控制游戏的时间，可以让幼儿自由地进行

游戏。例如，幼儿园可以选用舒缓的环节提示音乐，配备简

单明了的提示卡，摆放各种形状、大小不一的桌椅，搭配清

新温馨的基色调装饰，营造教师团队的融洽互助关系，师生

间的亲密相处方式，这些都有助于营造一个温馨、温馨的心

理环境。

5. 倾听儿童“心声”

环境创设也应从儿童身上得到启发。在环境创设过程

中，幼儿们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们也会主动地去参与。教

师要经常倾听孩子对环境的想法，不断改进他们的思想。教

师既是教育者，又是聆听者。环境设计要与儿童的心灵世界

紧密相连。孩子们的思想本质上就是想要和周围的人建立更

深层次的联系。环境营造要注重对儿童创造性的培养。在幼

儿园的环境创设中，不仅要对儿童的主动性进行指导，更要

注重对儿童创造性的培养，给他们以自己的思想为基础，发

现并表达自己的个性创造。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幼儿视角下的环境创设，就是要重视儿童

的思想，听取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参与进来，对他们的需求

给予支持，对他们的回应进行跟踪。从幼儿的角度来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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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的学习环境创设，家校社要进行有效的互动，以适应孩

子们的认识发展需要，同时也要为孩子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

习环境，让他们能够积极地参与进来，从而推动幼儿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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