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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是一种具有创新意识的幼儿教育课程，主要是让幼
儿走入自然环境中，结合一些自然实践活动，帮助幼儿掌握良
好的劳动技能，在自然环境中鼓励幼儿用心观察身边的环境，
激活幼儿的探究、探索欲望，通过自然游戏、自然实验、自
然劳动等多种方式拓展幼儿的感官知觉和情绪情感体验，使得幼
儿在自然教学的课堂中形成独立自主、自信、自强的优秀品
质。我国在自然教育领域方面的实验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探析
在幼儿园大班教育中运用自然教育的有效途径，为我国学前教育
的前进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考价值。

1　结合自然事物，培育幼儿的观察能力
幼儿的思维阶段尚未发展到具体运算的阶段，一般来说，

幼儿的认知主要通过形象思维的构建而获得的。所以，在开展
大班幼儿的自然教育教学活动时，教师要善于运用自然界中的事
物，创造一个自然环境让幼儿置身于真实的环境中学会运用自己
的思维能力去观察事物。

在开展活动之前，幼儿教师需要把握好活动设计的准则，
选择的自然教学活动地点尽量靠近幼儿园，安全管理有一定的保
障。其次，在开始活动的时候，幼儿教师要明确地向大班幼儿
讲解好活动的规则，包括观察的时间、流程、观察的内容等
等，教师可以提前设计好观察的任务，让幼儿可以在任务驱动
的情况下进行观察活动。举个例子，教师组织幼儿到植物园中
观察花卉，幼儿需要记录花卉的颜色、外形、花瓣的数量和形
状、花卉的气味，幼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花卉的特征，
课后结合课堂分享，每个幼儿运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观察结
果。在观察的活动过程中，幼儿对于花卉植物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而且可以培育幼儿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幼儿学会辨认
颜色、形状和气味，培育幼儿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形成立体的
结构认知，全面地拓展幼儿的观察能力，让幼儿学会在生活中运
用一定的观察方法去发现和观察四周的事物。

2　借助真实情境，丰富幼儿的情感体验
自然环境是最为珍贵的教学资源，自然资源可以为幼儿创造

良好的真实的学习情境，最大程度地提升幼儿学习知识的动力。
根据幼儿的心理特点分析，他们对于一些真实的事物具有较高的
探索和研究的欲望，幼儿的知识一般是通过具体的感官知觉能力
获得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幼儿不知道“烫”的感觉，当他们碰
到很烫的东西时就会明白这是一种强烈的触觉体验，甚至会带来
一定的痛感。

所以，教师在自然环境中，可以创造一些动手实践的活动，运
用自然环境中的多种自然物品，让幼儿通过多方面的感觉体验，
了解事物的特质，感受自然界的神奇力量。例如，幼儿可以通过
触摸树皮感受它的粗糙，通过嗅觉感受白玉兰花的味道等等，结
合真实情境让幼儿充分地产生一定的情绪情感体验，增强幼儿对
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在自然教学的活动中，教师需要引导幼儿树
立良好的道德价值观，要善于保护身边的自然资源，对于一花一
草一木，都要小心翼翼地保护，树立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
大班幼儿的责任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自然教育资源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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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教育是幼儿教育中的基础组成部分，运用自然教育的方式，幼儿教师可以为幼儿创造良好的学习活动情境，帮助
幼儿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有效地掌握学习的内容。由于幼儿的活动场所一般比较封闭，幼儿很少有机会接触一些户外的活动，运
用自然教育的方式可以通过打造天然的环境，为幼儿增加了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有效地培育幼儿良好的生活技能和实践能力，拓
展幼儿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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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幼儿带来更多的感官知觉和情绪体验，丰富幼儿的精神境界，
让幼儿形成良好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珍惜生命。

3　结合本土资源，发展特色课程
每一个地区的发展情况和地域特色不同，其蕴含的自然资源

也有所不同，所以，幼儿园管理者和教师应根据当地的发展情
况和特色开展相应的特色化课程，为大班幼儿创造更多的自然教
学环境。

本土特色课程的开发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课程内容：一方面教
师可以开展自然科学的特色课程，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形态，
盛产的农作物等等，让幼儿可以定期参观当地的农田、菜园、
花卉种植园，并且可以通过与当地农场的合作，让工作人员讲
解一些种植方法，让幼儿开展一些简单的劳作活动，例如松
土、摘农作物等等。其次，教师可以开展一些动物观察类的活
动，例如参观当地的动物园，认识不同的动物及其特征。植物
和动物都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事物，幼儿对于这些事物具有较
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在学习的时候专注程度和参与度往往也会
更高。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开展当地的特色文化课程，例如民俗
文化、风土人情等等，让幼儿可以学习当地的一些特色民间工
艺，例如剪纸、编织等工艺。举个例子，教师可以邀请当地
的工艺者开展工艺活教学的活动，也可以让幼儿到当地的工坊中
参观一些工艺品，了解其制作流程，给予幼儿生一些简单的学
习任务，让幼儿可以体验其制作过程，增强幼儿的动手操作实
践能力，有效地传承并且弘扬当地的特色文化，让幼儿充分地
体会当地的文化特色，增强幼儿对地区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4　实施家园共育，加强自然环境的熏陶
幼儿园的主要教学活动都集中在幼儿园，开展自然课程需要

比较开放的环境，仅仅依靠幼儿园的自然教育活动是不足够的，
所以，教师在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时需要结合家长的力量，进行必
要的家园共育。幼儿园可以开展一定的亲子互动，让家长带领着
孩子共同参与课外拓展活动，在实施的时候，家长陪同孩子进行
学习，有助于有效地管控幼儿的安全问题，避免因为教师监管力
度不足造成幼儿的安全事故。

5  总结
综上所述，自然教育是当前学前教育前进和发展的重要教学

模式之一，幼儿教师应结合幼儿的认知基础、学习能力以及心理
特点开展符合幼儿学习需求的自然课程，帮助幼儿在自然环境的
活动中有效地掌握知识并学会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让幼儿的
综合素质能够得到全面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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