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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视角下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实践探索 

程玉 
（大理大学  云南  大理  671000） 

摘  要：幼儿园教师开展有效性较强的区域教学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幼儿在幼儿园内参与的学习形式，还可以以幼儿兴趣为导向，培

养幼儿的游戏水平，促进幼儿全面发展。本文主要对自然教育视角下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实践策略详细探讨。幼儿园教师可以依据自然

教育视角，在开展区域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因地制宜的投放丰富的资源，或者运用简单结构和具有环保作用的玩具，满足现阶段自然

教育视角下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开展标准，让区域教学活动的育人功能发挥到最大。让幼儿形成丰富的学习和成长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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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区域活动是幼儿园教育活动中重要的教育活动形式之

一，若区域活动得到正确的开展，不仅对幼儿发展具有独特的意

义，还能助力幼儿园教育工作创新改革。幼儿园教师在自然教育

视角下，依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引领，在明确现

阶段幼儿发展与主题教育目标的基础上，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

充分利用各类教学资源，有效运用集体和分组以及个别相结合的

教学方法，可以让幼儿在各种体验和活动探索中获得和谐的发

展，让幼儿园区域活动在自然教育视角下执行的更为有效。 

1.自然教育的内涵 

自然教育中的“自然”这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在拉丁文中

代表的含义为诞生、生长，并逐渐由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推出，萌发出自然主义儿童教育新思想。自然教育是一种教育理

念，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其理念是让儿童在生态自然体系下，在

劳动中接受教育，培养其如何自立、自强、自信，让儿童具备综

合素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自然教育的方式主要是以自然环境

为背景，以人类为媒介，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使儿童融入大自

然，进而，实现儿童对自然信息的有效采集和编织，让儿童形成

一定的逻辑思维。[1] 

2.自然教育视角下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实践策略 

在自然教育视角下，幼儿园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探究自然教

育视角下区域材料投放的策略，以及自然教育视角下教师区域活

动指导策略，促进幼儿探索能力的发展，既可以让幼儿园区域活

动开展的更有价值，还能让自然教育视角下幼儿园教育工作朝着

更好的方向发展。 

2.1 在自然教育视角下探究区域材料投放策略 

幼儿教师可以在探究区域材料投放策略的过程中，通过因地

制宜，使当地资源丰富，材料得以适当投放，或者依据环保简谱，

运用低结构的玩具激发幼儿更大的创造，亦或者，以活动性质为

导向，在不同区域下对自然材料合理投放。 

其中，以因地制宜应用资源为例，幼儿教师可以根据我国地

大物博且各地的特色不尽相同的特点，挖掘当地丰富的教学应用

资源，将其正确应用的区域活动创设中，因材施教。如在乡村教

学为中，通过充分利用当地农村资源，将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玉米须和稻谷作为美术区的活动材料，让幼儿在参与区域活动

的过程中通过手指触摸丰富材料的不同质感，感受不同材料的运

用特点，进而发散想象，运用多样的材料制作创新作品。让区域

活动立足乡土文化根基，成为幼儿学习和成长中最为贴近自然的

玩具。[2] 

以运用低结构玩具激发幼儿创造为例，幼儿教师也需要注重

在开展区域活动教学的过程中，让幼儿在自然教育环境下，注重

应用多样材料过程中的环保性，即避免让幼儿应用油漆或者塑料

等应用材料，而是选择贴近自然的玩具或者健康的物品，不仅可

以使选择的素材为低结构的素材，还能根据越是自然的材料，越

能激发幼儿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优势，激发幼儿更大的创造。[3] 

以运用活动性质导向为例，由于不同区域内所选择的区域投

放材料有不同的特点，幼儿教师为了确保区域活动开展的更为有

效，可以根据材料是幼儿连接游戏与现实桥梁的特点，在区域活

动优化中适当放置大型装置，如植物攀爬区，或者相应的沙水池，

可以在不同区域投放科学合理的自然材料，激发幼儿发展四肢与

大肌肉的活动。幼儿教师针对幼儿群体中的一些女孩子，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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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创设室内美工区或者娃娃家，选择一些适合女童参与的精细活

动，融入适当的材料，确保幼儿园内众多幼儿可以在区域活动的

引领中，获得个体差异的尊重，高效率完成游戏内容，实现全面

发展。[4] 

2.2 在自然教育视角下探究区域活动的指导策略 

幼儿园教学工作者也需要在幼儿参与游戏活动的过程中，对

幼儿做出正确的活动指导，这样才能使轻松自然的环境作为促使

幼儿幸福游戏的前提，让观察作为教师指导游戏的前提，促使区

域活动顺利开展。例如，幼儿教师在自然教育视角下进行区域活

动指导探究中，可以根据大部分幼儿在舒适的环境内是不会产生

过多心理负担并且能听从内心声音的，参考其个性化发展所需，

在区域活动优化中，尽量在自然教育视角下，选择幼儿感兴趣的

游戏，并确保幼儿在参与游戏活动的过程中，教师不会存在焦急

心切的心理，避免对幼儿过多的指责，可以让幼儿在接受教育工

作者耐心指导和正确引领中发挥自己的游戏天赋，形成良性循

环。幼儿教师将等待作为宝贵的特质，不仅可以让幼儿园中的幼

儿对教师教学和引导产生信任，还会在后续学习和成长中更为积

极和主动的参与教师在自然教育视角下所优化的区域教学活动，

有规律且循序渐进的达成预期的教学成效。此外，幼儿教师也需

要在自然教育视角下探究教师区域活动指导策略的过程中，避免

在自然教育中让幼儿放任自流，因为幼儿在自然状态下会表现最

为真实的自己，很有可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教师不能全面

顾及的情况下，出现活动危险。幼儿教师需要在自然教育中，把

握好及时观察的时机，通过采用集体观察或者个别观察的有效方

法，检验投放的材料是否满足大部分幼儿参与区域活动的需求，

对不同幼儿各自的发展情况进行详细记录，这样既可以形成对不

同幼儿发展水平的印象，还能让幼儿在参与自然活动的过程中保

障安全。当然，幼儿教师要注重给予幼儿适时指导，避免全过程

指导，这样才能通过存留一定的个人发展空间，给予幼儿自己可

以独立解决还是需要教师介入指导的点拨，以便于在自然教育下

促使教师以幼儿为主体，在不破坏幼儿游戏环境的基础上，给予

幼儿正确的兴趣导向。[5] 

2.3 在自然教育视角下探究培养幼儿探究能力的策略 

幼儿教师在自然教育视角下优化的区域活动开展方法，更能

培养幼儿的探究能力。幼儿教师若想达成预期的教学目标，需要

运用多样且环保的自然材料，优化区域教学活动，这样才能通过

为幼儿提供可看、可想以及可探索的学习氛围，给幼儿带来无限

的快乐。例如，在自然教育视角下，幼儿教师可以在优化区域活

动的过程中，根据幼儿园应利用废旧环保物品和自然材料引导幼

儿进行探索活动这一要点，遵循就地取材原则，选择贴近幼儿生

活的区域活动融入教学素材，为幼儿后续探索提供适合的物质保

障，让与幼儿生活密切联系的物品都成为幼儿区域活动中的教具

和学具，如让幼儿在手工制作区域活动中，通过利用废旧报纸制

作望远镜；在实验探索区，利用枯树枝搭建牢固的鸟窝；在科学

探究区，利用蔬菜籽，尝试种植蔬菜等。借助多样且环保的自然

材料，既满足幼儿对知识和新样活动的探索欲望，还能促进幼儿

发展探索能力，更好地培养幼儿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总之，幼儿教师利用全新的教学观念和现阶段应用性较强的

有效教学方法，落实区域教学活动，既可以在自然教育视角下给

予幼儿充足的发展条件，还能开辟幼儿的多元化发展道路，让幼

儿在教师营造的自然氛围里，逐步形成良好的人格特征。[5] 

结语：结合上述文章所论述的相关内容而言，幼儿教师不仅

要注重针对幼儿运用轻松的语调和会心的笑容，还需要在自然教

育视角下，在幼儿园区域教学活动中融入特定的自然元素，通过

不刻意去设计实践课，给予幼儿更个性化的发展空间，借助自然

教育的有利优势，丰富教具，丰富学具，通过让幼儿教育从重形

式向重幼儿发展方向靠拢，让幼儿在教师优化的教学方法和营造

的自然教学氛围中，强化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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