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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是学生成长的起步点，幼儿园的学习与成长，对于
学生未来的人生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幼儿园的本土文化环境创设
是教学创新的第一步，要体现出本土文化环境的优势，让学生
在更具文化气息的环境当中学习成长。为此需要首先对本土文化
环境的创设及利用进行探析，望参考。

1  幼儿园本土文化环境创设的意义
我国的各个地区，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文化环

境基础。文化环境往往是与当地风土人情、经济、文化发展密切
相关的，不同的文化环境下，能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风格，不同
的文化优势。但是我国的幼儿园，在教学方式、教学思想等方面
却体现出明显的趋同性，这说明在幼儿教育的大环境上，我国的
各个地区是十分相近的，所以才导致幼儿园的教学规划并不能体
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对于我国的幼儿教学领域来说，这是不利的
趋势，因为各个地区在文化背景上本是有着一定差别的，每个地
区各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但是在幼儿园教育严重趋同化的趋势下，
这些特色与优势却无法体现出来，反而使得幼儿园教学更加刻板
无趣。可见对于本土文化环境的优势体现是我国各个地区幼儿园
教学改革的重要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各个地区的幼儿园改革
创新，首先要从了解当地文化开始，并且以当地文化环境为基础
去开展后续的教学规划，这样才能让幼儿园的教学更有趣味，更
有情怀。

2  我国幼儿园本土文化环境创设面临的难关
本土文化环境的创设对于幼儿园教学来说，是一项最基本的

任务，但是各地幼儿园的本土化特色之所以得不到充分体现，
其中原因是我需要我们去总结的。我国幼儿园的本土文化环境创
设，目前面对的难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是园方的教学目
标当中并未包含本土化的相关内容，无法成为开展本土化工作的
参考。其二是实际教学并未摆脱幼儿园的范围局限，阻碍了学生
对于外部环境的探索。其三是教育环境的趋同化使得园内教学氛
围无法体现出本土化特色。这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3  幼儿园本土文化环境创设与应用的思考
3.1环境氛围本土化
每个地区有不同的景色，敦煌的异域风情、陕西的粗矿豪迈、

江南的温婉柔美，不同的风格，使得各地有了不同的印象，文化
印象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成为了各地的名片。各地幼儿园的
环境优化，也必须要遵从体现文化特色的基本原则，让园内充满
当地独特的文化气息，学生才能认识到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有
着怎样的美好。在各地的幼儿园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色彩艳丽、
充满童趣的画，但是许多时候这些画当中却并未体现出当地的文
化特色。而在突出当地文化的目标下，对于园内环境的优化，则
要遵循最基本的本土化原则，要通过本土化的设计，让园内的学
生对故乡文化产生认同感。例如在园内主题墙饰的绘制上，可以
选取本土化的主题内容，以各种本土化的材料，引导幼儿观察、探
究，通过看一看、摸一摸、读一读、说一说等有效手段，让幼儿
全方位多层次的认识理解本土化知识底蕴，促进其认知能力发展。
也通过与墙面环境的互动满足了幼儿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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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激发了学习的兴趣。
3.2教学形式与内容的本土化
教学形式与内容的改革是我国教学领域当前的主要任务，为

了创设本土化的文化环境，凸显本土化教学特色，幼儿园教师必
须要对教学形式与内容进行改革创新，让学生在游戏、学习的过
程中感受到本土文化的魅力。例如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是
能歌善舞的，因此可以加入当地的民族舞教学这一环节，让学生
对当地的舞蹈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除此之外，因各地的风土人
情而异，还有更多环节可以加入到课堂当中。例如各地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便是可以融入课堂的环节，甚至可以作为独立的
环节去落实，教学形式的改革重在凸显本土化，重视文化的传承，
从这一角度来看，针对当地的非遗项目开展专门教学是十分有利
的。随着教学内容与形式的本土化，学生才能感受到本土文化的
独特魅力，进而体现在作品当中，而作品又与幼儿园环创产生互
动，进一步实现了幼儿园本土文化环境创设与利用。使幼儿园生
态环境创设不仅停留于表面，更实现了寓教学于环境的目标。

3.3园外引导本土化
园外的教学活动，是本土化教学的有效途径，因为园内的许

多幼儿，很早便开始进入幼儿园学习，甚至尚未对自身所处的地
区环境有进一步探索，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从家到幼儿园，两
点一线的生活从学生很小的时候便开始了，幼儿放学后的游戏时
间也往往是在家的周遭度过，这对于年幼的他们来说，显然是很
大的局限，会直接导致幼儿对于自己家乡的本土环境缺乏了解，
甚至在其他人问及自己的家乡有哪些好玩的景点时都无法解答。
而为了突破这样的局限，则要积极开展园外的活动教学，带领幼
儿去到当地的公园、广场、纪念馆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展开探
索，要让幼儿通过园外的探索去发现更多就在自己家乡但自己却
没有去过的地方。这样的探索游历过程，能够增进幼儿对家乡的
了解，同时让学生对于家乡的文化更有自信，能更好的通过园外
环境的主动探索开展院内的各项环境创设活动。

4  结语
各个地区本土化的幼儿园环创，体现在教学思想、教学方

式、教学环境等方面都应与本地的特色文化相关联，但是就现状
来看，幼儿园本土化环创始终无法落实到位。因此本文针对幼儿
园本土文化环境创设与利用有一些思考，望通过不断总结能够进
一步探明环创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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