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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农村乡土生态资源，为挖掘
农村乡土的生态资源，丰富幼儿的教育课程提供了保障。只要
我们积极地、合理地、创造性地加以应用，将会有助于引起幼
儿的学习兴趣，从而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如何挖掘农村得
天独厚的乡土资源，创设丰富的建构游戏材料，促进每个幼儿
在自由、宽松的游戏环境中获得富有个性化的发展，我对此进
行了有效探索，也到实践中去寻求答案。

1　亲近家乡，培养家国情怀
因为我们幼儿园地处农村，这片土地既是养活我们的田园，

也是孩子们多彩童年记忆的乐园，更是生于此长于此的祖祖辈辈
的精神家园。我们期待我们的下一代，期待从我们幼儿园走出
去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既会读书学习、也会劳动生活的人；是既
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的人。因此，我们把家乡的节气风
俗和孩子们司空见惯的栽秧、打谷、收麦等土地耕作都作为重
要的教育素材，让他们从小既学会在云上写诗，也学会在泥里
流汗。除了在园内开展培养思维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分工合作
能力的玉米皮编制等活动，以及在重大民俗节日邀请家长入园和
孩子们一起参加包水饺、做月饼、包粽子、包元宵等活动之
外，我们还经常组织园外参观体验活动，比如：去大坡生态观光
园体验亲子休闲观光、园中采摘、田上农耕，适时普及家乡油溪
的乡土文化知识，帮助孩子们了解家乡油溪的生态农业发展，逐
渐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

农村盛行丰富多样的民间游戏，它们是父老乡亲几代人童年
的快乐记忆，民间游戏的开展总是伴随着浓浓的乡情和郎朗的笑
声。加之民间游戏大都具有取材方便、简单易学等特点，因此非
常适合在幼儿园研究开展。我们园内所有教师都认识到了民间游
戏的教育意义，并团结协作、分头收集和整理民间游戏让孩子在
园里游玩。就这样，玩民间游戏的每一天，欢声笑语都在我们园
内萦绕，孩子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沉浸在最简单、原始的快乐中，乐
此不疲。在快乐的游戏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孩子们比原来跑得
更快，动手能力更强，思维也更活跃了，对家乡、祖国的热爱也
悄然升华……

2　扩展教育场地，增强趣味性
我们在园内创设了观察感知区、游戏体验区和运动生长区三

大户外功能区，鼓励孩子自在运动、自由表达、自主探究、个性
创造、多元表征。同时根据传统文化的四大板块，利用本土资源
创设低成本、高质量的教育环境，以草、木、竹、石等自然材料，
陶瓷、蜡染、刺绣等文化材料，毛线、纸板、管子等生活材料，给
他们丰富的智慧刺激，让他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自行探索、主动
学习。

另外，我们还把教育场地扩展到了园外，我们带着孩子走进
大自然，亲近大自然，大自然中充足的资源和四季的变化都是激
发孩子们学习热情的最佳素材。那褐色的泥土、黄色的稻草、美
丽的鲜花、丰收的庄稼、新鲜的果蔬等等，都是孩子们建构游戏
材料的“宝贝”。我们与孩子、家长一起寻找搜集材料，加工处理，
或精心制作成品，或提供半成品让幼儿继续创作，或提供原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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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让幼儿充分想象、创造。这些游戏材料让幼儿更加熟悉亲切，更
有吸引力，他们用石头、瓦片盖房子、铺小路；用黄沙堆砌、塑
造各种造型、用黄泥制作小动物……使游戏玩得更逼真，更有趣。

3　让孩子动手动脑，激发思维活力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要求“为幼儿提供充分的时间、

空间、材料等，保证幼儿自主探索操作和活动，满足不同孩子
的探索需要，使其充分发展。”在利用自然材料开展探索实践
活动中，我们始终以活动的观察者、参与者、支持者和引导者
的身份为幼儿探索活动创造条件。

事实证明，教师编制的主题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并不一定
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孩子的所思、所想、所感，也不一定全部符
合孩子的兴趣与需要。对幼儿不感兴趣的内容，我们不强迫接
受，而是适时改变原定计划；对幼儿感兴趣的内容，我们给足
时间，按他们喜欢的方式在与教师、同伴的交互作用中开展活
动。如带领小朋友在草地上捉蚂蚱，他们发现蚂蚱的颜色和草
的颜色很接近，不易被人发现，就相互展开讨论。老师就在兴
趣与教育价值之间捕捉到了结合点，创设《动物的奥秘》学习
主题，从动物保护色开始，引导幼儿探讨了解动物保护方式，
开展“动物之最知识大竞赛”“我爱动物”系列活动。

我们对社区资源也进行充分的挖掘、利用，最大限度地丰富
幼儿的建构游戏活动。如：我园附近有一条专门制作竹制品的小
巷，我们就组织幼儿去参观，让孩子们了解各种竹制品的制作过
程。竹片、竹筒、竹棒等材料，成为他们建构游戏中最为丰富的
材料。他们利用竹片、竹筒、竹棒等搭建“坦克、火车、飞机、小
推车”，搭建“桥梁、公园”等，作品栩栩如生，富有情趣。

4　组织家长进园活动，向幼儿普及社会知识
我们经常开展家长进校园活动，充分利用幼儿家长职业多样

化的特点，为幼儿普及丰富的社会知识。例如：当警察的家长，可
以开展讲座，教育幼儿如何保护自己，平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
公共场合不要脱离监护人的视线等，也可以让幼儿观看一些案件
视频，帮助幼儿了解安全的重要性。当医生的家长，可以给幼儿
讲解一些卫生保健的相关知识，教育幼儿从小讲卫生等。另外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组织幼儿去一些家长的工作单位进行
参观等。

总之，各地乡土资源具有不同的特色，只有在幼儿活动中充
分发挥乡土资源的价值，使幼儿在活动中围绕着绿色、生态、乡
土化的课题开展活动，才能丰富幼儿生活，增添幼儿乐趣，促进
幼儿发展。因此，幼儿教师应该在教育教学中积极发掘乡土资源，
将其应用到课堂教育之中，使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更加贴近社会现
实、贴近自然生活，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之中加深对大自然的了解，
同时增强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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