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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在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中的应用策略
周林君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桥镇中心幼儿园，江苏 盐城 224131）

摘要：幼儿阶段是人类养成教育的关键阶段，丰富的幼儿园区域活动内容、主题、材料，促使幼儿积极投入到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养成教育过程中。自然资源对于幼儿园区域活动设计而言，是一座巨大的材料宝库。这座宝库里的材料，经过幼儿园教师的精心设计与开发，

在幼儿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结合笔者实践经验，本文就自然资源在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中的应用策略展开如下探究，希望能够为

各位同行带来些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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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活动材料的开发而言，自然是一座巨大的宝库。通过教

师的创意，其中的很多资源都能够被有效应用到幼儿园区域活动

中。活动材料的创新，有效推动了幼儿园区域活动流程与内容的

创新。借助区域活动的创新设计，真正实现了在教育领域的“因

地制宜”，令幼儿活动更为生动、有趣、富有启发性。

一、利用原则

（一）合理性开发原则

首先，自然资源在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应用应考虑不同年龄幼

儿的智力发展特点，以满足幼儿发展、学习对区域环境和材料的

要求。其次，根据自然资源本身的特点，进行区域活动的设计，

为幼儿园活动注入自然之美。自然是中国传统审美的追求，很多

建筑、饰品、工具的设计灵感都来自于自然环境。比如，树叶型

的醋碟，动植物题材的装饰、仿生制品等。农村的资源应被合理

地应用到幼儿园区域活动的开发中，培养幼儿审美意识、创造力。

（二）经济性原则

在实际的资源开发过程中，教师应秉承经济原则，对自然资

源进行科学整合，促进资源利用最大化。比如，一物多用。农村

自然是一座巨大的宝库，但这座宝库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过度开发正是威胁生态平衡的重要方面。幼儿园区域活动资源开

发中，教师对自然对自然资源进行重复利用，丰富活动材料的同时，

也在幼儿幼小的心灵种下可持续发展的种子。

（三）安全性原则

幼儿的各个器官尚未发育完成，他们对于外界刺激的承受能

力较小，自然资源在幼儿区域活动中的应用应充分考虑幼儿安全。

植物是用来装饰幼儿园的常见事物，如果它们有过多花粉、气味，

或者有刺，都会对幼儿安全造成威胁。此外，花朵、叶片、枝条

都可以被用来当做手工材料，自然环境中的有些花草带有微刺，

它们对于成人不会造成影响，但是幼儿身体娇嫩，它们很可能会

造成伤害。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教师一定要对活动材料

进行仔细检查，确保其安全性。

（四）趣味性原则

幼儿对于学习任务的喜恶多从感性出发，自然资源在幼儿园

区域活动的应用应坚持趣味性原则，以有效激发幼儿的参与积极

性。学习主动性和探究能力，是构成幼儿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

力的重要方面，并且对其以后的发展构成持续影响。区域活动资

源开发坚持趣味性原则，促使幼儿积极参与，将会有效激活幼儿

思维。长期坚持之下，幼儿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都将成为一种习惯

和能力。

二、应用途径

（一）活动材料开发

1. 色、形漂亮的叶子

树木是幼儿园中的常见装饰，它们形状各异、颜色漂亮、数

量多，有的甚至能够跟随季节变化产生变化。比如，幼儿园内的

行道种满着银杏树，炎夏时碧绿，凉秋时金黄，充满古典韵味的

造型带给人们美好的审美享受。夏季，一夜风雨过后银杏叶子零

零散散地落在地面，笔者带领幼儿将其拾起来压在书中，或做书

签、或制贴画都是漂亮、环保的活动材料。各种叶子都攒起来之后，

笔者带领幼儿制作贴画。由于是自己亲手制作的材料，幼儿进行

美术创作时更为兴奋。笔者提出将作品收集起做贴画展，幼儿更

是铆足了劲儿表现。在活动之前，笔者为幼儿播放关于树叶贴画

的视频，幼儿被作品所惊艳，有效激发起幼儿的发散思维和好胜

心。制作完成之后，将幼儿作品贴到墙上，而后拍照发到班级群，

家长们为幼儿的奇思妙想所叹服。

2. 种类丰富的果实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种水果都成熟了，它们颜色、形态各异，

每一个都很漂亮。组织幼儿将苹果、梨、栗子、花生等物收集起来，

做成各色小玩具、小饰品。幼儿将栗子壳翻过来做成毛毛虫，将

草果做成水果娃娃，用玉米粒拼成梅花。每一堂区域活动课都充

满着趣味性和创造性。比如，玉米熟了，当幼儿喝上新玉米粥时，

引导他们以玉米粒为主要材料进行手工活动。手工材料同样由幼

儿自行收集。手工开始之前，幼儿在家长的帮助下收集相关作品，

对手工活动所要制作的物品进行初步设计，并准备好相应的制作

材料。进入活动之后，幼儿将自己想要制作的事物名称汇报给老师，

并展示自己准备的制作材料。教师初步判断制作材料是否符合设

计要求，确保手工活动顺利进行。在幼儿手工活动进行过程中，

教师进行巡视，发现幼儿遇到制作困难时，对其进行点拨。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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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完成后，教师将优秀创意收集起来，而后让作品作者进行讲解，

促使幼儿之间彼此学习对方长处，提升幼儿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自

信心。

3. 活色生香的蔬菜

孩子是天生的发明家。颜色、形态各异的蔬菜，在他们的眼

中也是很好的区城活动材料。首先，提早让幼儿对蔬菜进行观察，

将自己喜欢的部分收集起来。其次，幼儿展开想象，观察他们所

收集的蔬菜像什么。在幼儿的想象中，青椒像青蛙，扁豆像小船，

白萝卜像小猪，大蒜头像花瓶。再次，为学生讲鲁班发明锯子的

故事，引导学生将植物形态与现实生活中的工具相联系，帮助他

们掌握一类发明创造的思维方式。最后，引导学生实现知识迁移，

幼儿根据自己所收集的蔬菜形态，进行视频或者小工具制作。有

的幼儿根据白萝卜的形象制作成储钱罐，并且在白萝卜上面做出

小老鼠的形态，使得造型更为憨态可掬。有的幼儿根据扁豆的形

状制作出小船，当做桌面垃圾桶使用。

（二）活动项目设计

1. 编制课

农村有很多眼花缭乱的根茎、果实、叶片，色彩斑斓的动物

羽毛、造型各异的贝壳。教师可以根据这些材料本身的质地和特性，

为幼儿设计不同的区域活动项目，引导幼儿具体事物具体分析，

培养幼儿对材料的应用能力。比如，课上提供一些材料，让幼儿

根据材料自己设计编织作品。首先将幼儿进行分组，以小组为单

位分发制作材料。其次，幼儿根据手上的编制材料，共同讨论决

定想要编制的物品。再次，为编制物设计漂亮的装饰。这个环节

仍然由幼儿进行自主探究，结合手上的材料设计装饰物造型和颜

色。当本小组的制作材料不足以满足设计需求时，不同小组之间

可以相互借用或者交换制作材料，训练幼儿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沟

通交流能力。最后，进入作品展示环节。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作品

展示，由小组内成员自行讨论决定每一名成员在展示中所扮演的

角色，训练幼儿的合作能力和表现力。

2. 绘本阅读

幼儿园的绘本阅读多取材于幼儿生活，虽然作者对故事进行

了一定的艺术加工，但故事情节仍然与幼儿的感性体验联系紧密，

也就是说作者是站在幼儿的视角来进行绘本创作的。教师可以将

角色扮演和绘本阅读进行结合，丰富幼儿的绘本阅读体验，幼儿

在有趣的区域活动中实现动手、表演、语言表达能力提升。比如，

带领幼儿阅读《好饿好饿的毛毛虫》这一绘本故事时，笔者模仿

皮影戏，让幼儿制作相应的故事人物形象，并在空地上表演。皮

影人物由各色的树叶、贝壳、花朵、豆子制作而成。幼儿在教室

中围成一圈，手持道具将绘本故事演绎出来。幼儿为所持有的道

具人物配音。整个表演过程十分有趣，一个个幼儿认真制作道具、

彩排、表演。笔者为幼儿讲完绘本故事之后，将幼儿分成表演组

和道具组。道具组负责道具制作和场地布置。表演组则手持绘本

熟悉故事、练习配音。

（三）扩大活动设计主体

农村家长普遍文化程度低，很多时候他们会自认为没有什么

学问，在对孩子的辅导上感到吃力，对教师依赖性极强。实践证明，

这恰恰相反，学历与学问之间没有绝对的关系，只不过是术业有

专攻。农村的绝大部分家长都有一技之长，在幼儿教育方面也有

丰富经验和巨大耐心。他们的在做工方面的能力，同样可以在教

师的引导下形成区域活动设计、指导能力。

例如：与学生家长一起进行沙堡游戏设计和指导。几乎每一

名幼儿的父亲都有丰富的建筑经验，可以让他们来为幼儿设计、

指导沙堡活动。还有的学生家长练得一手雕刻技艺。首先，与家

长沟通活动内容和目标，带领其一起开展活动设计。幼儿园教师

总揽全局，家长提出优化建议，并对具体的活动细节进行设计。

活动设计完成之后，对可能出现的状况进行预测，做好应对准备。

对活动材料准备和具体指导任务进行分工，确保幼儿园区域活动

的顺利实施。列出材料清单之后，教师和家长根据自家的资源情

况领取材料准备任务。擅长建筑的家长，负责为幼儿制作一些比

较专业的、适于幼儿使用的迷你小工具；擅长雕刻的家长，则负

责制作小工具并准备一些粮食、花、叶作为装饰材料。为了促进

幼儿创造力发挥，让幼儿准备一些喜欢的材料带到课堂上。其次，

指导幼儿进行沙堡制作。具有不同特长的家长负责特定环节活动

指导。见到可爱的迷你版活动工具，幼儿迸发出强烈的活动热情。

他们对工具爱不释手，摸摸这个，看看那个，积极地向家长请教

使用方法。以真实的建筑和装饰流程为蓝本进行区域活动设计，

有效丰富了幼儿的活动体验，令课堂更为生动。家长所提供的小

工具、材料以及专业指导，充分激发了幼儿的发散思维。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的自然资源是一座天然的幼儿园区域活动教

学材料宝库，哪怕是同一种材料，也具有不同方向的开发价值，

为幼儿带来无限的活动体验和创造乐趣。家校合作的实施，令幼

儿家长将其优势能力发挥到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既提升了活动的

生动性、趣味性，也客观上加强了师资队伍建设，充分说明了“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为幼儿园区域活动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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