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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下幼儿园自然角功能认知中的偏失现象 1

1.纯属观赏，无法探究

某中班教室门口的走廊有一个创设非常丰富的自然

角，有土培的蔬菜、水培的花卉，有孩子从家里收集的

海星、贝壳、各种植物种子等作为展示，还有孩子们自

己创作的种子粘贴画，还有一个透明玻璃缸，里面有2

只可爱的小鱼在游来游去，旁边的小盆里有一只乌龟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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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得。吃完餐点，几名孩子们来到自然角，蹲下身子

观察植物并相互讨论，其中一名孩子伸手去摸小乌龟。

这时老师从班级走出来，连忙制止说：“不要用手摸，只

用眼睛看！”孩子只能恋恋不舍地缩回手，老师干脆说：

“时间差不多了，赶快回班级吧，我们要集体活动了。”

孩子们只好起身回到教室……

2.教师视角，忽略幼儿

某小班的自然角创设在阳台上，本来光线很好，适

合植物生长，便于孩子观察，但是教师用栅栏圈了半圆，

花架贴墙放，花架前面的地上铺满了植物，孩子只能站

在小栅栏边上看最外边的一排植物，想要进去观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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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植物根本无从下脚，鱼缸里的金鱼也在最里边孤单地

在游着，一名孩子踮起脚尖想看看金鱼，但因为距离较

远，只能看到小金鱼在游来游去，没办法走进观察，看

了一会就走了……

3.流于形式，应付检查

每学期开始的环境创设评比里有自然角一项，临近

一个星期前，家长群就会收到这样的消息：“请每位小

朋友明天带一盆植物来幼儿园，供孩子在班级认识、观

察。”好一点的会请小朋友自己在家种一盆带来。第二天

早上入园时，大门口就会热闹非凡，每位家长手上都带

了一盆植物，班级的老师也会很忙碌，忙着分类摆放，

做标签，设计各种记录表，可谓琳琅满目。开始两天还

会介绍下自己的植物，然而大多数孩子连自己种的什么

植物都不知道，老师也只是象征性地让孩子端着植物拍

个照发家长群交代一下。一段时间后，乌龟爬不见了，

金鱼翻肚皮了，水仙花种球也干得不再长高，等待发芽

的黄豆也变成了豆干，制作精美的的记录表在检查前画

了两页，墙面只有两页的记录表看出孩子来过……

二、幼儿园自然角功能认知偏失的原因分析

以上三个案例都是笔者所在幼儿园真实存在的现状，

相信也是目前幼儿园中普遍的现状，结合这三个案例，

总结出出现以上情况的问题所在。

1.教师缺乏对自然角功能的认知

教师缺乏正确的儿童观与课程观，忽略环境与课程

的关系，认为自然角只作为美化环境的一种方式，没有

真的发挥自然角的教育功能。如现状一种的老师将自然

角创设得琳琅满目，表面似乎应有尽有，但真的只成为

了摆设。担心孩子弄乱他本来的造型设计，害怕孩子将

小乌龟玩弄致死，于是在与自然角的互动过程中，只允

许孩子用眼睛去看，剥夺了孩子利用多种感官与自然角

的动态的互动与交流。现状二中的教师在创设自然角环

境时没有儿童视角，未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和需要进行

设置，孩子无法走进植物观察，从而使自然角流于形式。

现状三中的老师更是流于形式，把自然角作为她自己评

优评先的一种工具和手段，检查结束后便随之不管，耗

材耗力，且容易让孩子养成做头不收尾的习惯。这三个

典型的案例反映出的是教师儿童观、课程观的错误理解，

对自然角的认识有偏颇，没有理念支撑的教育只能是苍

白和无力的。

2.教师缺乏对自然角活动的指导

教师在自然角中虽然设置了丰富的内容，但没有从

孩子的年龄特点出发，引导、支持孩子与植物的有效互

动、深入探究。如案例一中的教师，忽略了孩子以直接

感知、亲身经验、实际操作的学习特点。当孩子对乌龟

感兴趣、在与同伴讨论植物时，教师应该停下脚步，静

静地观察，听听孩子的想法，了解他们的需要，以便更

好地支持他们的学习。案例二中的教师更是没有从孩子

发展的角度出发，去引导、支持孩子在自然角中的学习。

3.教师缺乏对自然角环境的推动发展

首先教师没有选择适宜本季节、本年龄段孩子观察

的植物，按自己喜好想到什么种什么，随意性强，故植

物不符合季节特征和幼儿年龄特点，不能吸引幼儿兴趣，

无法支持幼儿观察探究，自然角的植物和环境成了摆设，

也就没有后续。

其次在自然角的创设中未关注幼儿的活动及兴趣点，

缺乏对幼儿的观察，内容、环境一成不变，缺乏对孩子

学习的推动支持。幼儿不仅无法从中获得新的知识经验，

长此以往，还会形成不主动探究、做事有头无尾的习惯，

不利于幼儿以后的学习发展。

这些现状与教师对自然角的教育功能认知不清晰有

很大关系，只有让教师充分感受自然角对孩子发展的促

进作用，才能从本质上改变这一局面。

三、幼儿园自然角功能偏失现象的建构策略

《幼儿园工作规程》中指出：“要充分利用周围环境

的有利条件，以积极运用感官为原则，创设与教育相适

应的良好环境，为幼儿提供活动和表现能力的机会和条

件。”如何创设一个能激发幼儿对自然角的探索兴趣和欲

望的自然角的环境？笔者以小班自然角环境为例，总结

以下三点。

（一）明晰自然角功能，树立正确的课程观

一日生活皆课程，正确的课程观强调的是幼儿教育

要就近取材，贴近生活。生活中的一切人力、物力都可

用来进行课程实施的课程资源。课程旨在帮助儿童建构

意义世界，课程的实施应当为幼儿创设能够从情感和直

觉上融入其中的教育情景。

1.实现幼儿想法与设计

大多数自然角都是教师设计，决定有哪些品种，主

题是什么，如何创设环境，幼师口袋或小红书找出各种

图片进行照搬，忘记应从幼儿出发，将权利还给幼儿，

创设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然角。

小班自然角案例：三月初的一个中午，餐后我带孩

子去室外散步，几个孩子围在土坡的一角，我好奇地走

过去，原来是一簇迎春花开了，金灿灿的看着喜人。孩

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哇塞，现在都有花开啦”，“这个花



12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5)2022,4
ISSN: 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是黄色的，我们小区里也有”，“它长得好小哦”“我知

道，我妈妈说这叫迎春花，是春天最早开的花”......我抓

住孩子的兴趣点，说道：“这叫迎春花，它是来欢迎春天

的！”王雨佳抬起头天真地问道：“老师，那我们可以把

迎春花搬到自然角吗，这样自然角里也有春天啦！”

为什么不可以呢，行动吧！于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讨

论了春天的气候特征和自然角的环境创设方案，收集材

料，利用区域、自主活动时间分组制作柳条、燕子、花

朵、毛毛虫、风筝等装饰，将花盆涂上绿色和棕色，废

旧的自行车、水壶、长板凳，都被刷成了绿色、黄色、

粉色，成为摆放动植物的特别装置。砖块涂上了白色，

将春天围在班级门口。自然角叫什么名字呢？讨论投票

决定——“春姑娘的家”诞生啦！

2.挖掘周边生活与资源

自然角的主题和氛围创设好了，应该投放些什么

呢？于是我们讨论：在“春姑娘的家”里，我们可以请

哪些朋友来做客呢？由于之前有参与自然角活动的经验，

孩子们都能说出一些：“可以带春天里的植物”，“还可以

带春天里的动物”，“还有可以带一些豆子和种子”......孩

子的表达仍停留在原有经验水平上，于是我继续引导：

“春天里除了有迎春花，还有哪些植物、动物、昆虫

呢？”可欣说：还有桃花！”心妍说：“我看到小区的池

塘里有小蝌蚪，草地上还有蜗牛。”

由此可见，孩子对于周围的事物有了关注，对于春

天的特征有一定的经验和了解。周末孩子们和家长共同

去收集，收获满满。不仅有基本的动植物，还有鹅卵石、

柳条、木块等，这些生活中常见的自然资源，通过孩子

的触摸、想象、涂鸦，成为了自然角里独特的风景线。

在主题创设过程中，教师应追随幼儿兴趣，关注幼

儿的经验水平，引导、支持幼儿活动，进一步提升幼儿

经验，鼓励幼儿从多角度关注周围环境中的事物，挖掘

生活中的资源，发挥其创造力，创设属于他们自己的自

然角。

（二）关注幼儿兴趣，支持幼儿观察探究

关注幼儿兴趣的意义在于能够帮助教师更加深入了

解幼儿学习发展的需要，给幼儿提供一个启发性的、支

持性的环境，给幼儿营造一种轻松的、愉悦的求知空间。

在这样具有探究性的自然角中支持、指导幼儿进行自主

观察、探究、操作、“实验”，这样的“实验室”从何而

来，该如何丰富，教师又该如何指导呢？

1.寻找关注，引发生命力

自然角的欣赏区，一般只有带来的那几天“生意兴

隆”，一星期后就“门店冷清”，如何通过环境创设和教

师指导，从内在丰富欣赏区，保持孩子的兴趣、发挥教

育价值呢？

“春姑娘的家”创设初期，孩子们兴趣浓郁，来园、

餐后都会去观察讨论，一个星期后，基本无人问津。为

了重新激发幼儿兴趣，我主动发起话题：“我发现梓桐

带来的风信子的叶子长长的很像大蒜。”这引起了讨论：

“还像我奶奶种的葱”，“我带的是蝴蝶兰，叶子是又圆

又长的”，“我的叶子是扁扁的”......孩子们重新关注到

自然角里的植物，并通过观察、比较和同伴表达自己的

想法。为了支持幼儿进一步观察探究，在墙面设计了小

主题：我们哪里不一样？并科普了常见叶子细节的图片，

供幼儿比对认知，欣赏区又热闹起来。《指南》中提出：

认识常见的动植物，能注意并发现周围的动植物是多种

多样的。小班幼儿兴趣易转移，教师需了解幼儿的认知

水平及最近发展区，通过材料激发幼儿的兴趣和行为，

通过环境的优化引领他们的学习和发展。

2.究其原因，激发探索力

沐航种植的是青菜种子，每天都去浇水，但是一直

都没有发芽，跑来问我青菜什么时候发芽，我一看种子

泡在水里，原来是水浇多了。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

是带领孩子一起在自然角做“种子发芽”的实验，将三

颗绿豆放在三个杯子里，一颗沉到水底，一颗碰到水面，

还有一颗裸露在空气中，同时我将种子发芽的生长过程

张贴在墙面，供幼儿了解认知。几天后有了结果，水底

的豆子抛得脱皮裂开了，没碰到水面的吹干了，碰到水

面的那颗豆子从边上发出了一点点绿芽。通过跟踪观察、

对比，孩子们了解了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条件，理解了空

气、水和种子发芽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当幼儿对身边的事物认知有限、经验不足时，创设

有意义的探究性环境能激发幼儿自主地去观察、感知、

探索、的兴趣，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幼儿获得的探究学

习的主动权。

（三）记录学习过程，推动环境动态发展

环境既是记录、展现幼儿学习过程的平台，也是位

特别的老师。教师应关注幼儿活动中产生的话题、兴趣、

行为，将教育机智投射到环境中，跟随幼儿需要不断调

整、跟进环境，让环境做无声的教师，支持幼儿在有效

的环境中观察探究、深度学习。记录幼儿学习的过程，

推动环境的动态发展。

1.让墙面可以“做”

墙面的环境一般是过程性记录或者成果展示，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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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各种空间，创设孩子参与、操作的环境。语言活

动《春雨》，活动结束后孩子们对于诗歌内容还是很感兴

趣，于是我把图标展示在自然角中，正好呼应自然角主

题，但是我发现幼儿对此并不感兴趣。有天中午其他班

级孩子散步将图标都蹭掉了，几名孩子帮忙去夹好整理，

对着图标讨论起来。我恍然大悟，将科普类的图标全部

拿下来放在盒子里，过后孩子们就会很乐意来操作，过

程中进行认知学习。不仅仅是自然角，我们在评价环境

创设时往往会以丰满、丰富来衡量，在观念上就需要改

变，适当留白，注意观察，追随幼儿，填补空缺，孩子

会收获更多。

2.让空间成为“体”

在创设自然角环境时，我们常常关注平面空间而忽

略立体空间，特别是一些空间狭小的班级，充分利用立

体空间很有必要，例如如隔断、悬挂等。

自然角延伸环境的内容可以来自于课程，也可以来

自于日常生活。户外活动时，孩子们在裸露出泥土的草

坪上发现了一只爬行的蜗牛，还找到了一只叫不出名的

小昆虫，像找到了宝藏，都围在一起讨论。看孩子们对

昆虫这么感兴趣，又正直春天，万万物复苏，于是我鼓

励家长周末带孩子去公园、小区里寻找昆虫，将昆虫用

透气的容器装好带到班级，鼓励幼儿相互介绍，通过同

伴间科普，幼儿对于获得更多关于昆虫的知识经验。同

时打印出昆虫的照片，写上昆虫的名字，悬挂在自然角

中高度让孩子能看到的柳条上，充分利用空间及资源，

优化环境，让环境促进幼儿多元化的发展。

四、结语

幼儿园的自然角是幼儿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究的天地，

是幼儿想象与索创造的城堡。教师应充分发挥“儿童本

位”的教育理念，认清三个问题，把握三个原则，通过

“三性”环境创设，让幼儿与自然角进行互动，让自然

角成为幼儿游戏、探索、学习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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