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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课程背景下幼儿园户外环境改造策略

商　莹

通辽职业学院 028000

摘　要：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进步，自然教育逐渐受到重视，成为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课程背景下，幼儿园户

外环境的改造显得尤为关键。本文旨在探讨自然课程背景下幼儿园户外环境的改造策略，从设计原则、场地规划、活动材料

利用、活动设置及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幼儿园户外环境的改造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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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然教育强调通过亲身体验和直接观察，让幼儿在自然

环境中学习和发展。幼儿园作为幼儿教育的启蒙阶段，其户

外环境的改造对于培养幼儿对自然的热爱、探索欲望及环保

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自然课程背景

下幼儿园户外环境的改造策略，以期为幼儿提供一个更加优

质、丰富的自然学习环境。

二、改造背景与必要性

（一）改造背景

随着社会对幼儿教育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环保意

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重视户外环境的改造与升

级。同时，自然课程的兴起也为户外环境改造提供了新的方

向和动力。幼儿园需要构建一个既能满足幼儿游戏、运动需

求，又能促进他们与自然互动、学习的户外环境。

（二）改造必要性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户外活动有助于幼儿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力，同时减少因长时间待在室内而产生的视觉疲劳

和心理压力。

提升幼儿认知能力：通过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幼儿可以

更好地观察、感知和理解世界，从而促进其认知能力的发展。

培养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在户外环境中融入环保元素，

可以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树立环保意识，学会珍惜和保护自

然资源。

丰富幼儿园教育内容：户外环境是幼儿园教育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改造后的户外环境可以为幼儿园提供更多的教

育素材和活动空间。

三、设计原则

（一）尊重自然，保持原貌。

幼儿园户外环境改造的首要原则是尊重自然，保持场地

的原貌。这意味着在改造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

扰，保留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元素，如树木、花草、小溪

等。通过合理的规划和设计，使改造后的环境既能满足幼儿

的活动需求，又能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

（二）互动体验，激发探索。

户外环境应提供丰富的互动体验机会，以激发幼儿的好

奇心和探索欲望。可以设置野外实验区、展示区、艺术区、

动植物区、各种教育设施等，让幼儿通过实践、观察和实验

等方式加深对自然的认识。同时，环境的设计应富有启发性，

引导幼儿主动探索和发现自然中的奥秘。

（三）多样性保护，生态平衡。

在改造过程中，应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维护生态平

衡。通过种植不同种类的植物、设置生态池塘等方式，为动

植物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户外环境的景

观层次，还能让幼儿在观察和学习中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性。

（四）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

户外环境的改造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注重节能减

排和环保材料的使用。可以采用可再生能源、节水灌溉系统

等措施，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等方

式，提高幼儿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四、场地规划

（一）创设多样化的学习区域。

遵循自然生态性和整体合理性原则，合理规划户外空间。

确保空间资源得到科学利用，同时满足不同活动内容的需要。

留出足够的绿地、山坡、沙土地等自然区域，为儿童提

供多样化的探索空间。

种植区：设置种植园地，让孩子们亲近泥土，学习播种、

浇水，观察植物生长过程，培养观察力和动手能力。

养殖区：设立小动物养殖区，让孩子们体验饲养小动物

的乐趣，培养责任感和爱心。

沙水区：提供沙地和水池，满足孩子们玩沙玩水的天性，

同时也是感知自然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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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区：设立模拟社会场景的角色扮演区，如交通骑

行区，让孩子们在模拟的游戏环境中增长生活知识和社交能力。

艺术区：设置绘画区，让孩子们在户外自由涂鸦，激发

创造力和艺术潜能。

结合自然元素设计大型玩具，如与自然融合的滑梯、秋

千等，让儿童在游戏中感受自然之美。

设置角色扮演区、合作交流区等，鼓励儿童在游戏中发

挥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

野外实验区：设置野外实验区，让孩子们通过实践、观

察和实验等方式加深对自然的认识。

展示区：建立自然展示区，展示各种动植物标本和自然

现象，增强孩子们的自然科学知识。

（三）户外环境应以绿地为主。

尽可能保留和增加绿地面积。通过种植不同种类的植物，

形成丰富的植被景观。同时，可以设置一些自然元素如小溪、

池塘等，增加环境的生态性和趣味性。这些自然元素不仅能

为幼儿提供观察和学习的机会，还能提升环境的整体品质。

（四）安全防护，注重细节

在改造过程中，应注重安全防护措施的设置。如设置围

栏、警示标志等，确保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的安全。同时，还

应注意细节处理，如地面材料的防滑处理、边角部位的软包

处理等，以减少幼儿在活动中受伤的风险。

五、活动材料利用

（一）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大自然为幼儿园提供了丰富的活动材料。如树叶、树枝、

石头、泥土等都可以成为幼儿活动的道具和玩具。通过引导

幼儿收集、整理和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可以丰富活动的内容

和形式，提高活动的趣味性和教育性。

（二）自制教具，创意无限

教师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制作各种教具和玩具，如用树枝

制作攀爬架、用废旧轮胎制作秋千等。这些自制教具不仅成

本低廉、环保耐用，还能激发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

通过参与制作过程，幼儿还能学习到一些简单的技能和知识。

（三）废物利用，变废为宝

在改造过程中，可以注重废物的利用和回收。如将废旧

轮胎、木箱等物品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制作成各种实用的教

具和玩具。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减少垃圾的产生和环境的污

染，还能培养幼儿的环保意识和节约意识。

六、活动设置

（一）多样化的活动形式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可以设置多样化的活

动形式。如户外游戏、科学实验、观察记录等。这些活动形

式可以相互结合、交叉进行，以丰富幼儿的学习体验和提高

学习效果。

（二）实践活动与理论学习相结合

在户外活动中，应注重实践活动与理论学习的结合。通

过实践活动让幼儿亲身体验和感受自然的魅力，同时结合理

论知识进行引导和讲解，使幼儿对自然的认识更加深入和

全面。

（三）角色游戏与结构游戏

角色游戏和结构游戏是幼儿喜爱的活动形式之一。在户

外环境中，可以设置相应的场景和道具，引导幼儿进行角色

游戏和结构游戏。如模拟农场劳动、搭建小屋等。这些活动

不仅能锻炼幼儿的动手能力还能提升幼儿构建能力。

（四）鼓励家长和社区参与

家园共育：邀请家长参与户外环境的改造和维护工作，

增强家园共育的合力。

社区合作：与周边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自然教

育和环保活动，拓展幼儿的视野和经验。

综上所述，自然课程背景下幼儿园户外环境的改造策略

应注重自然性、多样性、实践性和安全性等方面，旨在创造

一个激发幼儿对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的教育环境。

七、案例背景

以某市一所幼儿园为例，该幼儿园位于城市中心，户外

占地面积较大，但原有户外环境设施陈旧、布局不合理，无

法满足自然课程的需求。

（一）改造方案

规划布局：根据场地条件，将户外环境划分为游戏区、

运动区、观察区、休息区等区域。游戏区设置大型玩具和攀

爬设施；运动区铺设软质地面，设置篮球场和足球场；观察

区种植多样化的植物和花卉；休息区设置座椅和遮阳伞。

绿化美化：加大绿化力度，种植本土植物和季节性花卉。

同时，设置小型生态池塘，引入水生植物和鱼类，营造出一个

生态平衡的微环境。通过绿化美化，不仅美化了幼儿园的户外

环境，也为幼儿提供了一个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好去处。

（二）设施完善

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和完善。游戏区增加了

沙池和玩水区，配备了安全无毒的玩沙工具和防水围裙，让

幼儿在玩耍中体验沙和水的乐趣。运动区增设了多功能运动

器材，满足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运动需求。观察区则设置了观

察台和放大镜，方便幼儿近距离观察植物和昆虫。此外，还

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和节能灌溉系统，体现了环保和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

（三）融入文化元素

在户外环境中融入了幼儿园的文化元素和地域特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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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文化墙上绘制了反映幼儿园教育理念和生活场景的壁

画，让幼儿在欣赏中感受幼儿园的文化氛围。同时，还设置

了以当地动植物为主题的雕塑和标识牌，让幼儿在玩耍中了

解家乡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环保教育

结合户外环境的改造，幼儿园开展了一系列环保教育活

动。通过组织幼儿参与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等实践活动，让

他们亲身体验环保的重要性。同时，还邀请环保专家来园进

行讲座和互动游戏，增强幼儿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此外，

幼儿园还设立了“小小环保卫士”评选活动，鼓励幼儿在日

常生活中践行环保理念。

（五）改造效果评估

改造后的幼儿园户外环境得到了家长和幼儿的广泛好评。

幼儿们在户外环境中自由奔跑、探索和学习，不仅身体素质

得到了提升，还培养了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通

过亲近自然，幼儿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也得到了增强，形成

了良好的生态观念。

（六）案例启示

该案例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幼儿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

示。首先，自然课程背景下的户外环境改造应紧密结合幼儿

园的教育目标和幼儿的发展需求，确保改造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其次，改造过程中应注重幼儿的参与和体验，让幼儿成

为户外环境的主人，通过亲身实践来感受自然、学习自然。

最后，改造后的户外环境应成为幼儿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室内教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幼儿的全面发展。

八、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面临的挑战

在自然课程背景下的幼儿园户外环境改造过程中，可能

会面临一些挑战。首先，资金短缺是制约改造进程的重要因

素之一。由于改造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一些

幼儿园可能难以承担高昂的改造成本。其次，改造过程中可

能会遇到技术难题和设计瓶颈，需要专业人员的支持和指导。

最后，改造后的户外环境需要长期的维护和管理，以确保其

持续发挥教育功能。

（二）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挑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积极争取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通过多方筹集资金来保障改造项目

的顺利进行。二是加强与专业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引入先进

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提高改造的质量和效果。三是建立

健全的维护和管理机制，确保改造后的户外环境得到长期的

保护和管理。同时，加强幼儿教师和家长的培训和教育，提

高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共同参与到户外环境的维护和

管理中来。

九、效果评估与反思

（一）效果评估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和实施，该幼儿园的户外环境发生

了显著变化。幼儿们对户外活动的兴趣明显增强，参与度和

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自然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幼儿们通过观

察、探索和实践，不仅增长了自然知识，还培养了观察力、

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环保教育活动的开展也让幼儿们树

立了环保意识，养成了良好的环保习惯。

（二）反思

在改造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如何

平衡自然生态与教育功能的关系？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满足幼儿的探索欲？如何持续有效地开展环保教育？针对这

些问题，幼儿园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

改进措施。例如，加强户外环境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设

施设备的完好和安全；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求调整活动内容

和形式；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合作，共同推动环保教育的深

入开展。

十、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自然课程背景下的幼儿园户外环境改造是提升教育质量、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合理规划空间布局、创

设多样化学习区域、融入自然材料与元素以及注重安全与细

节设计等措施，可以打造出一个既符合教育需求又与自然和

谐共存的户外环境。这样的环境不仅能够激发幼儿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望，还能够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展望

未来，随着自然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幼儿园户外环境的改造将会更加科学、合理和富有创意。我

们期待看到更多的幼儿园能够加入到自然教育的行列中来，

通过户外环境的改造来推动教育质量的提升和幼儿的全面发

展。同时，我们也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

和支持，共同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成长环境。

总之，自然课程背景下幼儿园户外环境的改造是一项具

有重要意义的工作。通过合理规划布局、绿化美化、设施完

善、融入文化元素和开展环保教育等措施，可以为幼儿提供

一个既安全又富有教育意义的自然环境。这样的环境不仅有

助于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还能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想

象力和创造力以及环保意识。未来，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进

步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幼儿园户外环境的改造将会更加科学、

合理和人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