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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　自然生长
——归于自然的幼儿园课程研究

屈晶晶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华浩幼儿园，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随着幼教改革的不断深化，近年来幼儿园也在不断地探索新的教学路径，以提升幼儿教育的质量，为幼儿的未来教育奠定坚

实基础。然而，目前大多数幼儿园对其课程设置方面的研究还不够透彻，其课程普遍缺乏“自然性”，导致目前的幼儿教育与自然环境

相脱离，不利于幼儿的认知拓展和自然意识的培养。对此，幼儿园必须要遵循自然教育规律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让幼儿深入到自然环

境中展开积极探索，以促进幼儿的自然生长，培养其生态意识。本文针对归于自然的幼儿园课程展开研究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课程优

化策略，希望能够提升幼儿园的教学质量，进一步推动幼教改革进程，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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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我国的幼儿

教育事业也在此背景下得以迅速发展，国内的幼儿园数量也在不

断地增涨。但是，在幼儿园不断扩张的同时，幼儿园的整体教育

水平却发展缓慢，教育质量不佳。

幼儿教育出现这一问题，与当代幼儿园的课程设置有很大的

关系，很多幼儿园在设置课程时不能够充分考虑到幼儿的生长规

律，导致现在很多的幼儿园课程过于“小学化”，以室内知识教

学为主，室外活动课程也多是通过园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导致幼

儿难以有机会接触自然、感受自然，对其生态意识、自然认知及

生活经验的进一步拓展产生一定影响。

对此，幼儿园应该将园内的课程设置重视起来，结合幼儿的

心理发展需求以及认知拓展需求，使幼儿园的课程归于自然，给

予幼儿充足的机会接触大自然，推进幼儿园自然教育进程，促进

幼儿的健康发展。

一、幼儿园自然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计过于重视知识教学，忽视幼儿兴趣

近年来，随着“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这一理念的发展，我

国的教学受到知识论的影响越来越深，尤其是在幼儿教育中表现

的非常明显。在当前的幼儿园自然课程中，理论化教学比较严重，

过于注重自然书本上的知识教学，多在室内进行教学活动的开展，

而很少在室外展开自然实践活动，大大缩减了幼儿接触大自然的

时间。

然而，实际上幼儿对这些理论化知识并没有太大的学习兴趣，

甚至有一些抵触心理，大多数幼儿对于新奇的事物会更容易提起

探索兴趣，让幼儿充分接触大自然，才能使其在自然环境的体验

中有效激发其探索欲望，进而达到幼儿自然教育的目标。

但是，大多数幼儿园在设计自然课程时，主要是幼儿教师的

价值观念作为主导，而教师大多考虑自己想让孩子学到什么，而

对学生的兴趣及自然体验关注较少，导致当前的幼儿园自然课程

充斥着成人文化，违背了幼儿的发展规律。

（二）课程目标化严重，不利于主动性培养

目前，很多幼儿园教师在设置课程时，过于重视自然课程教

学的目标性，而忽视了幼儿的兴趣和认知规律，以至于大大降低

了幼儿的求知兴趣，对幼儿的认知以及主观能动性培育产生一定

的阻碍。

这样目标化的课程设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幼儿园自然

课程的计划性、可控性以及实际操作性，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的弊端，

如缺乏实践性、缺乏激趣性、违背幼儿发展规律等。在这样的课

程教学下，幼儿常处于被动学习的位置，严重抑制了幼儿的天性

解放，不利于其养成主动探索发现的认知习惯。

（三）课程体系不合理，不符合幼儿成长规律

近年来，幼儿园的课程安排开始逐渐向小学靠拢，不仅课程

内容量大，而且难度也越来越高，严重违背了幼儿的发展特点，

阻碍了幼儿的思维发展。

很多幼儿园的课程中开始设置一些语数英音美等知识学科，

除了要求幼儿掌握简单的拼音识字、数字认识、字母认识外，甚

至还要求幼儿学会背诵一下诗词文章、加减运算、英语对话等，

如此多的知识内容，远远超过了幼儿的发展需求，严重压缩了自

然实践课程的课时，剥夺了幼儿的兴趣发展空间。

除此以外，幼儿园的常识认知学科也开始逐渐脱离大自然，

以室内理论课程为主，室外实践课程不足，幼儿难以接触到自然

环境，看不到也摸不到真实的事物，对事物的理解力也大打折扣，

不利于幼儿的认知发展。

（四）课程内容脱离幼儿生活，影响其认知拓展

当前，很多幼儿园在选择课程内容时，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幼

儿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多选择那些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主的

课程，这种课程是由学者编制，以社会价值取向为导向，以智能

发展为准则，以个人观点为入手来编写的课程内容。

这种课程内容反映了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能够较快地让

幼儿掌握这些必备知识，但是与此同时，其内容也明显脱离了幼

儿的实际生活，在学习中幼儿多是被动的灌输知识，并不利于其

认知拓展。

这种脱离幼儿生活实际，高深难懂的课程内容，或许能让幼

儿死记硬背的记住，但机械得来的知识，不仅不能为幼儿的以后

发展做铺垫，可能还会阻碍幼儿发展，造成幼儿无动手操作、无

独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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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儿园课程归于“自然”的策略

（一）课程内容应具有启蒙性、兴趣性

幼儿由于年龄较小，其思维发散主要依赖于其感知，具有一

定的形象性，且其知识经验较为贫乏，注意力、抑制力较差，这

些特点决定了幼儿园课程内容应是具备启蒙性的。

当前幼儿园的课程以室内教导为主，自然课程的教材中文字

内容较多，幼儿接触不到大自然，对文字的理解力又比较低，导

致课程的启蒙性降低，难以引起幼儿兴趣，无法实现幼儿思维认

知的发展目标。

对此，幼儿园必须在课程设置时重视课程的“自然性”，让

幼儿园的课程归于自然当中，提供幼儿独立在大自然环境中活动

的机会，提升课程的启蒙性，促进幼儿独立性、积极性发展。

此外，幼儿园课程内容还要具有趣味性，符合幼儿兴趣心理，

避免形式化和刻板化。

例如，幼儿园可以将美术课程“归于自然”，在之前的美术课中，

教师可能就是让学生根据画本上的内容进行模仿创作，与自然环

境结合较少，学生只能看到画本而看不到实物，难以真正启发幼

儿的审美意识。在自然教育下，教师便可以首先带领幼儿们到大

自然中进行写生活动，让幼儿亲自接触到自然环境，打开其思维，

使其发现自然之美，并让其选择自己认为“最美”的事物画下来。

如此，幼儿的审美意识可以得到有效启蒙，美术兴趣也大大提升，

在大自然的接触中也发现了更多的新奇事物，对其认知拓展具有

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课程内容虽然应该在幼儿需要的基础上引起

幼儿学习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顺从幼儿的一切兴趣，因为幼

儿的有些兴趣并不合理，需要教师进行分辨取舍。

（二）课程设计应以幼儿为主体

幼儿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自主性，幼儿园在进行课程设计

时必须要确立幼儿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幼儿发展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培养独立自主的幼儿。

在设计“归于自然”的课程时，教师要合理利用生成课程与

预设课程的结合。因为自然教育下，“归于自然”的课程主要以

幼儿在大自然中的探索为主，这就意味着课程活动有很大一部分

是在室外的自然环境中，而幼儿的年龄较小，精力旺盛，教师就

要在展开教学实践前，对课程的教学流程有一个大致的计划，便

于对幼儿的管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

但是，室外活动范围比较广，幼儿又比较活跃，难免会遇到

一些预设不到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教师进行灵活应变，在预设

课程的基础上形成适合幼儿具体情况的生成课程。

例如，在引导幼儿认识“美丽的花儿”的过程中，教师可以

组织“植物园之旅”的课程实践活动，因为幼儿人数较多，在活

动中难以关注到每一位幼儿的情况，可以让幼儿和家长共同参与

到课程实践中来。

在课程实践中，幼儿可以充分接触到真实的花草，看到花朵

的美妙。一般来说，幼儿在看到很多的花草时，会表现出极大的

好奇心，教师便可以任由幼儿在园中进行充分探索，幼儿也会在

探索的过程中进行发问：“这个花好漂亮！这是什么花呀？”“为

什么花会长在树上呢？”等等。

教师要根据幼儿提出的问题灵活进行课程生成，针对问题结

合课前准备的预设答案进行耐心的解答，以幼儿为教学主体，在

自然环境中培养其独立探索的能力。

此外，教师还可以在自然课程中组织亲子活动，鼓励家长们

参与到幼儿的教育当中，比如可以组织“看谁数得快”游戏，针

对某一品种的树木，让幼儿和家长一起数一数园中一共有几颗该

种类的树木，不但可以巩固幼儿认知，提升其算术水平，还能加

强亲子间的互动，对幼儿的成长有很大的益处。

归于自然的幼儿园课程相信幼儿拥有巨大发展潜力，在探究

过程中，幼儿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得以体现，他们通过“做”

来释放自己的求知欲望，体验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快乐。

（三）课程内容应注重幼儿生活实际

对于幼儿来说，符合其认知发展的幼儿园课程内容也应该是

顺应幼儿生活实际的。

归于自然的幼儿园课程内容是回归幼儿生活的课程，大自然

中的风景、花鸟鱼香等社会中随处可见的现象都可能是促进幼儿

成长的来源，丰富着幼儿的直接经验；社会中的各种现象、建筑

及事件都可构成幼儿园课程的独特内容；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都

可成为幼儿园课程生动的内容。

我们要积极挖掘社会中的有益课程内容，合理地进行选择与

组织，从幼儿的生活实际中开拓课程资源，促进幼儿园课程与自然、

与社会、与生活的结合，进一步拓展幼儿的认知。

例如，在数学的学习中，以幼儿的简单思维，想让其理解抽

象的数学知识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候就可以通过幼儿在自然中探

索发现的生活经验，来促进幼儿的思维发展和知识理解。比如在

之前提到的“植物园之旅”的自然课程实践中，就可以充分融入

数学学科知识，教师可以在引导幼儿认识花的时候，下意识对其

进行数学方面的引导，比如提出：“这里一共有几朵花呢？我们

一起来数一数吧！”，这样能够让幼儿在生活体验中发现数学的

乐趣，可以有效培养幼儿的数学意识，使课程教学与自然界和幼

儿的生活实际充分结合，加强数学理解的同时，还有利于幼儿在

生活中应用数学。

三、结语

随着社会各界对幼儿教育的关注度逐渐提高，社会对幼儿园

的教育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幼儿园的课程问题已经成

为幼儿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幼儿园想要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

就要对课程问题加以关注，积极探索幼儿园课程的优化策略，促

进幼儿园课程的“自然化”，给予幼儿充足的机会，使幼儿在大

自然教育环境中解放天性，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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