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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视角”走向“儿童的视角”环境支持

——基于儿童本位理念下幼儿园探究式环境创设

夏芸菲

威海市环翠区祥云幼儿园　山东威海　264200

摘　要：根据《指南》《保育与教育评估指南》精神，园所梳理出环境及教师现状的调研，摒弃高结构、装饰性问题，重

点从探究式环境创设出发，鼓励幼儿更多的参与其中，发现儿童、支持儿童创设丰富适宜、富有童趣，有利于支持幼儿学

习探索的游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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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确立“基于儿童本位理念下幼儿园探究式环境

创设”课题研究，研究目标从儿童层面、教师层面、课程

层面三维度出发，以实施培养幼儿三领域六维度核心素养

为行动路径，以幼儿园、家庭、社区为支持，突出幼儿核

心素养，筛选整理出研究方向、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

探索出实施路径、推进策略及合理评价。

1. 开放多元为儿童“赋能”

1.1. 自然融合 适度留白

幼儿与自然有天生亲近感，积极利用户外资源，打造

自然、安全的生态环境。“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频意

自闲。”进门处近 6 米的长廊，紫藤、葡萄、葫芦、百合、

风车茉莉、绣球、牡丹萦绕其中，微风吹过，一股沁人心

脾的馨香扑鼻而来。步入长廊孩子用稚嫩的小手在墙上、

地上自主涂鸦，侧面则是叮叮当当木工坊和充满乐趣的小

泥坑；园所西面成片的爬山虎、凌霄攀岩直上，葱茏夏绿

秋红绘制出自然的画卷。园内四处种植着石榴树、柿子树、

杏子树、梨树、苹果树、樱桃树、茶树、海棠树，成为孩

子探究的课程，定向孩子们打开五感，触摸、碰触自然，

让香味、树皮、瘢痕、枝叶都鲜活起来。  

塑胶跑道上投放小车、轮胎、安吉搭建及螺母玩具，

鼓励他们挑战和冒险，培养好奇心、探索欲，提升发现、

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硕大沙池中填充着滑梯、滑索及

鱼板等多样玩具激发幼儿探究的兴趣；根据幼儿兴趣新增

自然野趣区，保留种植园地的同时新增多种低结构开放性

材料，保障儿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玩自己想玩的游戏，培

养好奇心、探索欲，提升发现、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2. 以马赛克方式倾听儿童

多渠道聆听儿童是马赛克方法的核心要义，它由信息

生成与采集、信息汇总与处理、结论反思及实践三个环节

组成。我们尝试以马赛克方法倾听、自主摄像、地图制作

等工具为抓手，围绕户外游戏环境进行有效计划、深度建构、

鹰架支持等核心环节，全面梳理和总结户外游戏环境质量

提升的行动路径，最终指向幼儿全面成长。  

1.2.1. 多维倾听——提取“童本”信息

幼儿在观察中“探”行为信息；聆听中“品”言语信

息；记录中“析”表征信息。如一次餐中以“面粉从哪里来”

为问题引发种小麦活动，从选址 -- 麦田除草记 -- 制作种

植牌 -- 播种—施肥管理五个环节出发，其中制作种植牌环

节幼儿多方考察适宜种植田，个人、小组及集体表征的方

式最终投票产生独特种植牌。

1.2.2. 儿童议事——研磨“童需”计划

以先问后理 ---- 制定计划书；适宜变通——执行计划

书；评价反思——回顾计划书三维度进行实施。如园所北

沙池小，人员少，师幼围绕“我们要如何改造娃娃家”“改

造娃娃家从哪里开始？”幼儿通过绘画记录改造沙池的设

计图，根据设计图纸施工搬运沙子更换为泥巴、筛选游戏

材料，初次体验后衣服保护、游戏后清洗、环境的收拾又

成为新问题，儿童审议回顾计划后再次进行改进，教师支

持购置全套服装、安装冲洗台、材料靠近泥巴池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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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隐性支持——实现“童生”成长

支持幼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支持材料的选择和重组；

支持经验的丰富和拓展。如中班擦鼻涕对纸张的选择引发

对不同纸的探究，鼓励幼儿带多种纸张投放区角，了解纸

的不同种类，进而与幼儿共同创设“造纸工坊”，实践中

出现粗糙纸到光滑纸，不同磨具中纸造型不同，进而生发

纸趣味游戏及纸吸水性科学实验等拓展知识。

2. 基于儿童立场的教育支持

2.1. 看见儿童 对话空间

门厅要支持幼儿获得安全感、好奇心、探索欲望，支

持家长获得信任感、接纳感，支持教师获得温馨感、幸福

感，支持来访者获得专业感、质量感。原来的门厅被绿意

盎然的植物填充，空间观赏大于观察，转变原有思路，让

门厅成为孩子释放快乐的场所，在一楼走廊填充低结构高

开放性的材料如阿基米德积木、纸杯、瓶盖、扑克牌等，

大空间给搭建施展出更多的空间；北门处原来是一面高高

的主题墙，有一种环境叫“我够不着”，有一种环境叫“我

看不懂”，我们打破原有思路，创设磁力墙，满足涂鸦、

拼搭功能，释放内在创造力，与同伴一起建构和创作；二

楼中班为“织造坊”，从碎料区 -- 打浆区 -- 晾晒区实施，

大班以穿 - 编 - 绣的“造纸坊”为创设点，区域游戏后慢

慢延申至班级区角中，鼓励幼儿在区角中探索、投入、想象、

自我成长。

2.2. “四式三点”的思维地图

在日常活动中，思维地图可视化工具可以创造性地呈

现幼儿思维建构过程，表达想法与声音，以主人翁的姿态

参与课程活动，在走廊课程展现中逐渐凸显此特点。

2.2.1. 四式推进，优化思维工具

四式为悟 -- 结合主题情境，理解思维工具；破 -- 跳

出参考框架，实现多元表征；离——整合多方信息，发展

全局思维；创——回顾反思，支持幼儿创造性表征。如：

大班签到环节，孩子们因为迟到发起了签到活动，在过程

中由单一表征、个人分享等形式运用符号、箭头、线条、

图形等表征方式，将“为什么要签到”“怎样签到”“我

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等问题通过小组的研讨，创造

性的将个人表征进行整合，最终形成了一个由签到引发的

思维地图。

2.2.2. 紧扣“三点”，提升思维层次

紧扣三点——展现“沸点”推进活动高潮；捕捉“疑

点”，质疑同伴思维；分享“观点”，提出自身观点。如：

在编织活动中，孩子们对于五颜六色、各种材质的绳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在“曼达拉”绳结的探究过程中由于

编织技能的欠缺，导致孩子们对于绳结的探究产生过质疑，

最终在教师的引导以及小组合作编织的过程中，孩子们总

结出了一些特殊的编织技巧，并能够运用特殊的符号、图

片将探究的结果进行整合，绘制思维地图。

3. 营造温馨和谐的人际环境    

幼儿园是幼儿和教师共同生活的空间，由师幼关系、

同伴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和家园关系组成。其中同

伴关系与师幼关系是幼儿与他人所形成的主要关系类型。

稳定、温暖、和谐的人际关系对幼儿至关重要，是幼儿获

得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的前提条件，也是幼儿获得亲

密感、自信心、成就感的核心保障。

温暖的同伴关系。既需要被看见、被认同、被信赖

也需要一种充满友爱的混龄生活。班级小值日生环节孩子

们共同商讨“值日生都要做什么工作？”“我们怎样来值

日？”“扫地擦桌子那些事？”。“小孩子最好的老师，

不是你，不是我，而是小孩子队伍里最进步的小孩子”。

有这样一群“大哥哥”“大姐姐”早晨入园时担任“护送

小队”；搬运被褥时他们担任起“小小搬运队”；在户外

自主游戏时他们担任了“小小解说员”。孩子们用自己的

方式相互陪伴、成长，长大的自豪和被关心的体验在一起

交融升华。

第二，和谐的师幼关系。首先是教师对幼儿的信任与

包容，其次是幼儿对教师的信任与依赖，最后是有弹性的

生活作息制度。园中有三棵石榴树，在中班时认领一颗，

从石榴发芽——长花骨朵——除虫——采石榴——品石榴，

教师充分将自主权赋予幼儿，支持信任探索，与幼儿和谐

相生。

4. 构建核心策略 下一步的可能

本学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改变教师以儿童本位为中

心户外和室内公共部分设计上，从儿童视角到儿童的视角

进行转变，鼓励幼儿探究式环境设计和实施，但在探究式

环境评价上还需完善和提升。

明年我们重点工作放在室内公共区域和户外环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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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填充及进一步完善，进而延申至以儿童的视角班级区角

环境创设，在实施过程中以探究式环境设计、布置、实施、

评价为实施路径，推动探究式课程活动在重点中螺旋上升。

基于儿童本位的幼儿园探究式环境创设是极具生命力

的，是儿童生命成长中的“精神植被”，也更好地体现了

我园“源于爱 归于真”的园所理念。在与环境、教师、同

伴地多元互动中，儿童地发展与游戏精神实现了有机融合。

环境的打造是一个深耕细作的过程，将继续坚持儿童立场，

以儿童享受健康、快乐、幸福童年，教师拥有学习、研究、

行动能力；课程呈现生活、生动、生长样态，努力实现祥

云幼儿园名片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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