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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TEM 理念视角下幼儿园环境创设策略探究 
唐永菊  程玉蓉通讯作者 

（重庆教育管理学校  重庆  400066） 

摘要：本文以 STEM 理念为指导，以幼儿园环境创设为切入点，以重庆教育管理学校附属幼儿园进行主题性整合环境创设实践
为研究实例，分析了基于儿童 STEM 理念视角下如何打造跨领域、多学科、真实性的环境创设与体验，旨在为打造科学的幼儿园环
境创设思考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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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的统称，强调各学
科的交叉与整合教育理念，重视引导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去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这与《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五大领域课程
目标要求有一致性，与幼儿整体性发展的需求不谋而合。环境生成
课程，课程主要来源于幼儿与环境互动作用。幼儿园环境和材料是
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幼儿园课程建设的根基。因此，本文
以重庆教育管理学校附属幼儿园环境创设为例，结合 STEAM 理念
视角进行规划设计，拟构建跨领域、多学科、真实性的环境创设与
体验，旨在为幼儿园环境创设提供有效策略。 

一、确立环境创设的整体目标：生态化、智能化、主题整
合化 

STEM 教育强调在众多孤立的学科中建立新的桥梁，为学生提
供整体认识世界的机会，需要跨界与融合。本案例幼儿园确立了环
境创设的整体目标：生态化、智能化、主题整合化。 

生态化的幼儿园，即围绕自然教育理念，打造自然生态的园所
环境。智能化幼儿园，幼儿在各类交互性设备中体验、探究。幼儿
园还是主体整合化的乐园，全园以“迷你文化小镇”为主题创设模
拟社区，模拟职业创建功能场馆，模拟原生态创建小山丘、沙池、
水池等户外活动场所。打造微社会，重视幼儿在真实情境中的体验
式学习，在沉浸式体验中培养幼儿的探究素养，幼儿在环境中感知、
体验、探索、发现。本文仅对功能室和户外环境创设进行设计。 

二、幼儿园功能室及户外环境构建策略：互动性、整合性、
体验性 

STEM 教育理念注重探索思维探索实践，为促进幼儿全面个性
化发展，幼儿园环境创设打破区域活动空间的局限性，将传统的区
角创设模式转换为功能室创设和主题化场馆创设模式。将原来功能
相近的区角进行融合，分别在室内、户外设置多个功能室场馆，户
外探索区以迷你文化小镇微主题，设各类职业体验类场馆和探索活
动区。与原来的区角配置比较其优点在于材料数量充足，空间较大，
便于幼儿自选功能室活动，使交流、探索、合作的氛围感更趋于真
实，幼儿探索的空间更广。 

（一）室内功能室的构建 
1、科学探索功能室“小小科技馆” 
该功能室围绕生活小常识，百科知识等主题定期更新声、光等

一些科学小实验，让幼儿直接接触科学基本原理，在操作中体验、
发现、探索，培养幼儿逻辑思维能力，了解自然现象，对科学活动
感兴趣，促进积极动手动脑。 

2、语言发展功能室“绘本阅读室” 
绘本是学前阶段儿童阅读的主要材料。该功能室为幼儿提供丰

富的绘本资源，营造轻松自由的阅读环境。同时根据课程主题需要，
不仅可将其作阅读室、还可以转换为有声故事屋、校园剧场、校园
电视台等场景，在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期，最大限度为幼儿提供读、
听、说、演、交流等平台，让幼儿大胆地说、自信地演、能交流，
会沟通。 

3、艺术类功能场馆“美工室” 
美工室是对幼儿对形、色、空间、数量的认识感受能力，手眼

脑的协调能力，对创新思维、逻辑能力等的培养。绘画、手工类活
动艺术的体验，既是基于对幼儿艺术审美启蒙的需要，也是为了适
宜于幼儿感性的学习特点、激发其注意力和兴趣的教学策略的需
要，助力儿童想象力和动手操作力的提升。 

4、设计操作类功能室“鲁班工作坊” 

儿童木工活动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可以锻炼
身体的协调性，并获得动手的乐趣，达到灵巧的效果，促进培养儿
童 STEM 素养发展。从木工工具的认识，到动手实践，也有助于培
养幼儿的系统思维能力、专注能力、创造性能力等。 

（二）户外探索区的创设 
1、迷你文化小镇主题，职业体验 
迷你文化小镇是幼儿园主题乐园化的体现。本案例将职业体验

类场馆设置在户外长廊，遵循环境创设动态性原则，围绕不同主题
可设置医院、超市、快递公司、开心厨房等，还可不定期更换主题。
幼儿在真实的职业场馆中更能获得真实体验。开心厨房，孩子体验
简单食谱的操作过程；快递公司孩子可成为幼儿园 “小小快递员”，
帮助收取幼儿园邮件或快递等。通过不同职业体验，增强幼儿职业
认知，有利于促进幼儿社会交往能力、语言能力、情感能力、动手
能力的发展，还可以增强幼儿社会属性。 

2、原生态探索区域，自然体验 
结合地势环境打造原生态山丘、草地、沙池水池等户外探索区，

使幼儿在自然场所中观察、寻找、发现、探索；了解自然规律，满
足幼儿对自然的好奇；锻炼动手、动脑能力；促进身体健康，发展
运动素质等。 

（三）户外种植区的规划 
合理利用地势环境，打造小型湿地生态、穿越幼儿园的生态步

道、有蔬菜、果园种植、现代农作物培育、洗手池、灌溉系统等。
种植区划分到每个班，教师和幼儿通过自主培育、共同培育等形式
共同打造自然生态种植区。幼儿通过对植物的亲自护理、培育、观
察、记录等，亲近大自然，了解自然生长规律，体验劳动的辛苦和
收获的快乐。 

三、环境创设的原则：安全性、趣味性、艺术性 
STEM 理念视角下，以环境为桥梁，将 STEM 四个不同领域学

科思维在环境探索中去发现整合，消除知识的割裂。在创设过程中，
从空间的划分、设施设备的布置，到活动材料的投放等都应该遵循
安全、互动、趣味性和艺术性等原则。 

不管是建筑物、陈设、家具、运动娱乐器械等设施都要应以幼
儿安全为前提，幼儿发展的需要为目的，应充分发挥幼儿的主题作
用，调动幼儿参与的积极性，引导幼儿与环境的互动。造型、色彩
及环境氛围等都要符合儿童的审美情趣，要适合幼儿视觉感受。环
境创设除了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外，也要努力营造出具有造型
美、色彩美、艺术美和富有童趣美的氛围来感染幼儿。 

总之，基于 STEM 教育理念下的幼儿园环境创设，要充分致力
于幼儿园五大领域知识的整合，以培养幼儿科学素养、技术素养、
工程素养和数学素养为着眼点，合理划分功能区域，满足幼儿学习
与发展需要。STEM 教育理念下的幼儿园环境创设能够支持、激励
幼儿在游戏和生活中主动学习与主动探究，幼儿在环境中能充分发
挥主体作用，及自己发起活动而引发的学习，经验的获得能由幼儿
主导，不需要成人干预，从而激发幼儿与生俱来的成长内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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