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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幼儿自主探究式环境的创设路径探究

韩静莉

汉中市洋县幼儿园　723300

摘　要：自主探究式环境创设对小班幼儿能力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不仅能够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和实践能力，还能培养幼儿

的创新思维能力，同时让幼儿在合作探究中提升社会交往能力。基于此，本文主要对小班幼儿自主探究式环境创设的意义进

行分析，并从具体的生活课程案例入手，阐述自主探究式教学环境创设的路径，仅供相关人员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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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优化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

境能够让幼儿得到良好的熏陶，并且良好教育环境创设是提

升保教质量，推动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方式，对幼儿自主学

习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幼儿园自主探究式环境的创设，

应积极邀请幼儿园、教师、幼儿以及家长积极参与其中，共

同探讨幼儿成长特点与需求，为构建更加恰当的探究式教学

环境奠定基础保障。

一、小班幼儿自主探究式环境创设的意义

（一）促进幼儿观察能力的培养

要想幼儿在一定的环境内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小班幼儿

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要做到观察。探究式环境创设对幼儿发

展至关重要，能够从不同层面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比如，

在小班生活课程《有趣的水》中开展的科学小实验，教师将

一个冰块放在玻璃杯中，然后运用蜡烛逐渐加热玻璃杯，随

着温度的增加，玻璃杯中的冰块逐渐化成水，然后再继续加

热，水的表面会出现气泡，越来越多，最后产生大量水蒸气

分散在空气中。在这个探究式学习环境创设中，幼儿能够发

现水的三种变化，在激发幼儿探究兴趣的同时，培养幼儿的

观察能力［1］。

（二）促进幼儿思维能力的培养

探究式环境创设的最终目的是引导幼儿在环境中进行体

验与感受，然后尝试解决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幼儿面对

新的问题和困难时，首先要经历的就是思考与分析，此时幼

儿的思维会涌现出来，争先恐后分享自己的想法与观点。由

于小班幼儿年龄较小，认知能力有限，因此在探究式环境创

设过程中需要适当提醒和引导幼儿进行探究。例如，在小班

生活课程《排队啦》中，为了让幼儿更深刻地感受有序排队

的重要性，教师让几名幼儿将一头栓有积木的绳子依次放入

瓶口较小的玻璃瓶中，绳子的另一头让幼儿握紧。当老师说

“比一比哪一块积木最先从瓶子中出来”后，幼儿争先恐后地

拽紧手中的绳子，想将积木拉出来。结果，积木块堵在瓶口

拉不出来。这时候，老师引导幼儿进行思考，探索拿出积木

的方法。幼儿经过商量和思考，发现一个一个有序地拉绳子，

积木就可以全部从玻璃瓶中拉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幼儿

不仅对有序排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同时会经历分析与研究

的过程，思维能力会得到提升与培养［2］。

（三）促进幼儿实践能力的培养

小班幼儿年龄较小，他们对待世界和环境的认知主要以

感知为主，也就是说，幼儿要想在探究式环境中获得不同问

题的答案，就要通过不断地实践操作，在反复尝试和锻炼中

完成。幼儿经过这样的动手操作，有利于自身实践能力的培

养，尤其在区域活动环境创设中，幼儿不仅要动手操作，同

时还要认真思考，整个过程将实现对幼儿多重思维的锻炼。

另外，幼儿在探究式环境中不断地体验与感悟，能够掌握动

手实践的技巧，进而促进自理能力和动手能力的提升，并在

操作过程中发现实践的魅力与乐趣，有利于幼儿良好学习品

质和行为习惯的培养。

（四）促进幼儿自主能力的培养

符合儿童思想的探究式环境，能够加深幼儿对环境中事

物的认知与理解，同时，如果环境是儿童共同参与构建的，

他们会更加珍惜和爱护。因此，教师在探究式环境创设过程

中，可以从幼儿实际层面入手，激发幼儿创设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通过幼儿自身对环境的认识，让幼儿参与环境创设活

动中，从而提升幼儿主人翁意识，让其认为这个环境是自己

的杰作。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活动过程，

是师幼共同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只有发挥出幼儿主人翁精神，

才能促进幼儿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与培养，探究式环境创设

就具有这个魔力，能够帮助幼儿实现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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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幼儿通过自主设计和自主探究，逐渐学会自主学习。

二、小班幼儿自主探究式环境创设的路径

（一）提升课程教育环境，开发幼儿自主意识

围绕生活课程主题开展学习活动时创设动态富有变化的

课程主题墙，能够为幼儿学习提供更加丰富的探索价值，赋

予幼儿自主参与实践的机会，最大限度激发幼儿学习的自主

性和主动性［3］。例如，在小班生活课程“鞋子的秘密”中，

教师通过“鞋子大探秘”主题墙面设计，引导幼儿从认识鞋

子入手，认识鞋子的结构、了解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鞋子、学

习正确穿鞋子的方法，并带着问题去思考与研究，深入了

解鞋子的作用、鞋底花纹的秘密等。探究式主题墙环境创设

之后，不仅能够引发幼儿的探究兴趣和欲望，同时还能促使

幼儿在探究过程中去丰富环境，记录以后的探究过程，增强

幼儿在环境中的体验。比如，小班生活课程《蔬菜香香我爱

吃》，教师在探究式环境创设中，可以为幼儿设置主题墙“我

认识的蔬菜”，引导幼儿将自己的新发现随时贴在主题墙上，

形成一个丰富的共享环境，将自己的发现分享给小伙伴。主

题墙的创设与实施，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生活活动的充

分体现，能够引导幼儿积极参与主题墙创设，并在作品展现

的同时，实现幼儿与环境对话。

其次，家园携手，共同营造生活课程环境。幼儿在亲子

社会实践活动参与过程中，会按照课程主题积极查找相关资

料完成调查问卷，积极参与劳动实践，然后在班级中交流探

索，并运用自己方式表达对活动主题的理解与看法，然后以

涂鸦表征和图片的方式在走廊上张贴，通过这种方式不仅锻

炼了幼儿的学习能力，同时还推动了幼儿对多样活动的认识，

为幼儿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4］。

（二）巧借区域活动材料特点，促进幼儿自主探索

在区域活动中，科学投放材料与工具，为幼儿创设探究

式环境，在符合幼儿最近发展区原则的基础上，促进幼儿自

主性发展。

首先，教师创设的环境与选择的材料能够激发幼儿的探

索欲望和热情，充分满足幼儿的好奇心，促使幼儿积极主动

进行探究与实践。例如，教师为幼儿创设“不会湿的纸巾”

这一探究式教学环境，教师准备好所有材料，如玻璃杯、水、

报纸，引导幼儿思考与探索为什么纸巾在水底下还会是干的

呢？通过这个问题的启迪，激发幼儿深入探索杯子中的秘密。

幼儿在教师的启发和引导下发现，原来杯子底部有空气，阻

止了水的进入，这时纸巾就不会变湿。通过幼儿自主探究，

幼儿会发现其中蕴含的科学问题，从而激发出幼儿的探究热

情与积极性，有利于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

其次，材料的使用与选择要体现出层次性，不要单一应

用一种材料。教师为幼儿提供的材料不仅要满足幼儿兴趣特

点，同时还能够激发幼儿的动手操作能力，在注重幼儿个体

差异变化的同时，为幼儿提供不同层次的材料，进而帮助幼

儿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

再次，材料选择要注重多样性和丰富性。幼儿虽然年龄

小，但他们也是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想法和爱好，因此，

在环境操作材料选择过程中，要结合幼儿的兴趣爱好，发挥

材料的最大价值，引导幼儿在实验中学到技能。例如，在探

究水的溶解过程中，教师可以为幼儿提供丰富的材料，创设

一个探究式环境。首先，教师先借助问题引出研究内容，让

幼儿思考为什么水中加入颜料后水的颜色会发生变化，幼儿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给出答案。然后，教师为幼儿提供多样

的操作材料，如白糖、红糖、大米、石头、黄豆等，鼓励幼

儿不断尝试，发现哪些物体可以溶解在水中。在提升幼儿动

手能力的同时，增强幼儿的体会与感受。

最后，为幼儿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材料。教师在探究式

环境创设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材料选择的多样性和科学性，

还要注意材料选择的可操作性。材料要符合小班幼儿的年龄

特征，一旦材料无法实践操作，将影响幼儿的探究热情和学

习积极性。因此，教师针对小班幼儿的实际特点，全面分析

其知识水平和操作能力，在材料选择过程中，要注重幼儿与

材料之间的互动性，促使幼儿选择适合自己并且能够操作的

材料。例如，在小班幼儿探究式环境创设中，教师可以借助

身边简单的材料开展教学活动，教师指导幼儿挑出稻谷中的

杂物，其中包含的杂物主要有杂草、小石子、土块等，在挑

选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幼儿认真思考，应该用怎样的方式能够

快速挑出杂质。幼儿反复思考之后想到可以用漏勺、筛子等

工具对稻谷进行筛分，此时教师让幼儿走向材料区，选择自

己认为可行的材料，幼儿在园区内找到合适的筛子和漏勺工

具，然后对稻谷进行筛分，幼儿发现其中较小的小石子和土

块会被网眼小的筛子筛出，较大的石子就要选择网眼大的筛

子进行筛分，通过不同型号、不同网眼筛子的选择和应用，

能够快速地将稻谷中的杂质挑选出来。

（三）借助园内教育环境，促进幼儿在课程中自主发展

首先，重视环境的育人价值。环境是课程生成的土壤，

幼儿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学习；课程推进也会生

成新的教育环境。幼儿园里的每一个地方都蕴含着学习的可

能性。创设自主探究式环境的价值不止于“环境”本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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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隐藏在环境背后教育者的教育理念和课程思考。如利用

幼儿园的自然环境中的教育契机，进行环境课程研讨。春天

时，结合季节特征和种植园资源生成课程《油菜花开知多

少》，通过自主观察、自主探索、亲子踏青、亲子调查、户外

拓展等方式探索油菜花的秘密，孩子们在一次次地发现和探

索中感受自然环境带来的美好体验。

其次，倾听幼儿的想法，注重幼儿的体验。教师在幼儿

园环境创设中不仅要积极主动地关注幼儿的感受，也要关注

幼儿对园区环境的看法。例如，在与幼儿聊天中发现小班孩

子对户外活动的喜爱是不假思索的，孩子们的喜好与设想极

大地丰富了教师的环境创设思路。倾听幼儿的想法后，教师

将空置草地打造为户外小厨房，用轮胎制作茶几、座椅，用

废旧材料搭建置物架，在墙面安装洞洞板，同时向幼儿及家

长发出倡议，收集废旧的厨具。游戏场地的功能区划分也请

幼儿提出想法与建议，并在游戏过程中关注幼儿与材料的互

动情况，及时作出调整。创设操作性强的探究式环境，能够

让幼儿在环境中思考与探究，在发挥环境隐性作用的基础上，

启迪幼儿思想，促进幼儿发展。

（四）创设问题生活探究环境，满足幼儿探究欲望

幼儿普遍具有好奇、好问、好动的特点，成人不感兴趣

的东西，在幼儿眼中都充满神秘色彩，想要去摸一摸和玩一

玩。例如，看到一排蚂蚁，他们就会仔细观察，想看看蚂蚁

的城堡有多大。因此，教师要利用幼儿的这一特点，为幼儿

创设问题探究环境，引导幼儿在问题思考中满足自身探究欲

望。例如，“认识镜子”探究环境创设过程中，教师首先会提

出问题：“为什么在镜子中能够出现自己的影像？为什么哈哈

镜、凹凸镜出现的影像存在不同点？”幼儿通过问题的指引

会进入到实践操作环节，从静态观察效果出发，尝试运用镜

子去反射阳光，然后在水中观察镜子的折射情况，这样反复

操作中，幼儿会被镜子的秘密所吸引，探究兴趣油然而生。

教师通过问题指引幼儿实践探究，经过日积月累，幼儿会从

现象中看到问题的本质，在保留幼儿探究欲望的同时，激发

幼儿的探究热情。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主探究式环境的创设与实施，对幼儿的发

展与成长至关重要，幼儿在探究环境中体验与感受，不仅能

够提升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还能促进自身思维能力的

培养，教师通过问题指引的方式，借助主题墙教学方式，充

分发挥幼儿园环境和材料的作用，为幼儿创设最佳的探究环

境，促进幼儿与环境的有效互动，为幼儿健康全面成长奠定

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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