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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

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

效促进幼儿的发展。”环境作为“隐性教育”在整个教育环境

中尤为重要，在无形与有意之间在起着引导的作用。

幼儿园环境创设涉及多学科的学习，要求我们的幼儿园老师

具备综合性技能，如美学、造型艺术、色彩艺术等等，其实

践性和综合性以及创新性都需要迎接挑战，大量的国内外案例成

为借鉴的首选，在不同尝试中选择符合自身发展的内容，并加

以创新应用是现在的基本现状。

1　幼儿园环境

幼儿园环境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广义概念是指幼儿园教育

中进行的一切条件总和。既包括幼儿园内部环境，也包括幼儿

园教育有关的家庭、社会、自然、文化等外部环境。狭义概

念是指幼儿园内部环境，即幼儿园中对幼儿身心发展发生影响的

物质与精神要素总和。幼儿在幼儿园中是受大环境与小环境影响

的，如整个区域内的大环境和交流人员的小环境。

大环境与小环境是一个幼儿园质量的决定性因素，首先大环

境我们仅局限在各自的区域范围，小环境我们涉及到人的交流环

境。在不同的平台环境中产生不同的认知环境与力度支撑，以幼

儿整体素质教育为主体的教育环境有别于幼儿园“目的性”教育，

幼儿园环境受地域因素影响。小环境是我们要直观面对的问题，

幼儿教师的整体素养与专业水准以及教师职业道德都是小环境的

重要因素，同时影响大环境的发展趋势。例如大量室外环境建设

中对于自然探索和生活真实再现的运用案例较多，其目的是让孩

子在早期就能体验生活，在自然中，在实际操作中感受生活、创

造生活。面对全国对于幼儿教育的重视，大量新的研发涌现，如

室外环境游戏活动安吉游戏的诞生，著名德国幼儿运动学家、早

期儿童教育与发展研究社社长齐默尔教授称安吉的幼儿园是世界

上最好的幼儿园，学前教育届称“安吉是中国的瑞吉欧”、“中国

的华德福”；与之呼应的是利津游戏也成为特例被大力的推广。可

以看到团队教师的建设是关键所在，共同的教育理念和统一的环

境观是发展的必然。

对于室内环境设计上有很多案例，与室外对应的自然环境创

设、探索环境创设和科学知识环境创设，都是现在幼儿园室内环

创的大方向。在室内空间上划分为大厅、走廊、过道、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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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角、教室、各活动区等，固定不变的基础常规内容与流动更

替的交流互动内容。不同幼儿园会有不同的活动理念，并在此

块做交流互动，这里也成为特色展现的功能性区域空间。

2　信息资源共享下的幼儿园环境创设与非物质文化环境结

合设计

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下，幼儿园环境创设可以运用虚拟空间的

形式，使其内容更加真实性，在有限的空间里就可以感受不同

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情怀，多元结合中孩子们可以进行大量的基础

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操作与实验。在这一项研究中幼儿编程、VR

技术、3D 全息投影技术已经开始悄悄进入部分幼儿园环创，其

中在幼儿园互动墙面中加设编程游戏，与互动墙材料进行互动，

幼儿在玩乐中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还进行了实体操作；在VR 的立

体中和互动式3D空间体验中能够发展其空间能力，在沉浸式3D

环境构建中能够发展其感官能力；同时设立智能生活区，在大量

的尝试设计中提升智能化生活的内容，将信息资源多元结合并产

生相应教育性。如何有效的运用多元化的信息技术为幼儿环境服

务呢？众多的设计内容开始涌现在幼儿园环境设计中，作为未来

的种子，中国的非物质文化的继承与传播教师们肩负着使命。杨

红老师在传播视角：非遗传承发展的“链接键”与“外环境”一

文中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实现有效传播，首先需要明确传播的

对象和目的。“传承人群”是传承中重要的锁链，从懵懂到懂得需

要时间和成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其中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传统礼仪、节

庆民俗等内容可以和现代技术结合选择性的创设在幼儿园环境中，

各地方可以将地域性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适宜的设计运用，

在沉浸式的现代技术中，非遗文化会以视听觉的方式带到孩子们

面前，在结合五感体验就会更加的让孩子理解和接受我国的非遗

文化和地域文化，这种结合式的方法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

承与传播，文化自信要在每一个阶段展现其自身的魅力与价值。

让非遗文化在孩子们心里活起来，在新一代的手里活过来。

当然这些内容是受限的，更多的幼儿园还是保留在最基本的

基础条件下。对于偏远地区的幼儿园这些技术基本成为一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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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科技西行和技术下乡项目成为一次机遇，如何让整体环境

提升，并不是一个人的口号也不是一个项目就能长久改变的，

让信息资源得以发挥其价值，就要“一线式”规划与实施，点

对点专业精确的实施。

3　多元性的有效意识叠加

何为有效意识，就是要将创设的环境达到显性和隐性的教育

目的，而不是无目的性的运用。笔者非常认同喻国明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播策略一文的一段话：“‘后真相时代’传播的最大特点在

于：事实本身在形成社会认知、社会认同中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

素，在事实背后的关系因素、情感因素成了传播认同于传播接触最

重要的驱动因素。这也意味着只有当非遗形成一种跟人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的联系时，它的传播才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占据人们内

心的一席之地。”例如中国传统节日的运用，在幼儿园环创与玩教

具课程中主题设计和互动设计可以成为主要展现的形式，如新年的

空间创设，在整个氛围烘托中，进行亲子、师生、好友之间的主题

实践，在真实互动中具象的感受传统节日的美好；再如幼儿园内的

区域环境，大面积的墙饰，都可以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设计；活字印

刷术、篆刻、剪纸、书法、国画、建筑等等；民俗技艺也是互动应

用的很好内容，如糖葫芦、桂花糕、面人等等；运用玩教具实施情

景模拟的方式让孩子在探索与实践中增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

与体验；如手偶十二生肖、神话故事等等图一、图二中的年兽，龙

的形象，与幼儿的共同制作和游戏中感受中国神话故事。

   图一  年兽                                                                    图二  手偶龙

当然许多地方幼儿园会有多元的理念共存在环创中，例如红

色文化、戍边文化等等；在这种并行关系中，能够相互融合是

主方向，老师们在大量的信息中要明确主题性，找出关联点进

行后期设计与运用。

在多元信息资源叠加的实施过程中老师要发挥其文化引领的

作用，引导式的沟通与交流，支持幼儿多感官参与，在多方互动中

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在幼儿园中幼儿才是环境创设的主

人，主动创造主动参与并主动交流是共同的目的，在探索中保留空

间与时间给幼儿，在适宜的时间里给与扶正与引导拓展。

4　因地制宜的优势结合

2020 年新文科建设中，提出各地区可以利用本区域内的传

统文化和民间艺术进行创新结合运用，这一内容的提出，让幼

儿园环境创新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如在本地区的一所幼儿园就将

地窝子建在幼儿园室外，让孩子在其中探索的同时学习历史文化

和地域民间建筑特色；还有幼儿园直接建设在山上，基础活动

就在室外的山林中完成，在森林里学习自然科学，探索动植物

知识和基本生存方法，在玩中学，利用特有环境进行开拓式运

用。大多数幼儿园都有相互学习，雷同设计与制作成为不同地

域环境的基本情况，这种借鉴存在很多不合时宜的情况。纵观

整个幼儿园环境创设都是幼儿老师的难题，幼儿园环境创设存在

流动性，而非固定性；根据这一情况，可以设计大环境的固定

性和小环境的流动性，以减少幼儿的信息量过多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结合特色做固态文化，以此作为本园的特色中心并成为其

关注点和交流点。同时注意固态文化的特殊性，流动环境的适

宜性，在设计中国传统文化等内容时注意提升孩子的国家情怀环

节，让不同地域中的文化特色成为环境的优势。民族的就是世

界的，不要摒弃其优势所在而去一味的模仿。在教学案例中以

区域环境创设最为凸显这一内容，角色与情景的模拟与共享，

让幼儿在无形中体验与感受文化的魅力，并由此达到传承的前期

引导作用。

5　小结

在众多的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安全性、互动性、教育性、

开放性及生活性成为设计的方向，在动静结合中创设安全的户外

活动，在开放性的环境中探索创新或是寻找带有原生态动态的模

式，在多元结合的互动中让孩子自主探索方向，提供有效的材

料和内容，在无形中创造教育性的活动环境。当然，在每个地

区我们所面对的大小环境是不同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教育观

念及活动创设形式。在不同学科中对于幼儿园环境创设的要求也

会存在差异性，但目标都是一样的；作为教师在面对多样的创

设内容时，首先要考虑本园的基本情况，明确自身的教育理

念，在客观的条件下创设对自身环境有一定帮助和提升的内容；

我们都有瓶颈期，在创设中树立正确的幼儿园环境观应该是我们

的理念，通过学习、交流和总结让自身的专业素养提升，结合

各时期新的教育形式为园区创设符合幼儿适宜的环创内容。

在多年的学前教育课程教学中，在不同的研究学者的结论

中，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方法在为教育教学尽自己的微薄之

力，在每一届的课程中寻找突破点，希望能多元结合又能达到

教育目标，既能让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又能在环境中学有所得，

既能使显性目标在不断变化中得以明确又能让潜移默化的隐性目

标多彩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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