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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幼儿园自然材料的开发与利用 
◆徐毓辉 

（张家港市实验幼儿园） 

 
摘要：游戏是幼儿园教育的基本活动形式，其中作为物质基础的游戏材

料，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本文阐述自然材料在幼儿园中存在对自然材料

的开发与利用能力不足以及缺少幼儿与家长参与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

合理有效地利用已有的活动区域、将生命教育融入区域活动中、提高教

育者开发与利用自然材料的能力以及借助家长和社区的力量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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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也是幼儿的权利。游戏材料是幼儿游戏

的工具和物质基础，也是影响区域游戏质量的关键。游戏材料的
投放直接影响着幼儿游戏质量的高低和情绪的好坏。陈鹤琴提出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他认为大自然、大社会才是活
的书、直接的书，应该向大自然、大社会学习。在大数据时代背
景下，城市中的幼儿比农村中的幼儿受到现代化媒介的冲击要
大，然而其接触大自然、直接操作自然材料的机会较少。如何让
城市中的幼儿在童年中留下大自然的痕迹，成为了我们不断思考
的问题。自然材料作为幼儿游戏材料的一部分，既能促进幼儿游
戏活动的正常开展，又对幼儿感知觉、创造力以及探究能力有着
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城市幼儿园中，自然材料的开发与利用有其
现实的困境，探究其出路显得尤为重要。 

二、幼儿园自然材料开发与利用的问题 
1.教育者开发与利用自然材料的能力欠缺。在开展区域活动

时，面对众多的游戏材料，幼儿更倾向于选择成套的色彩丰富的
游戏材料，而很少会选择自然的材料。即便是选择自然材料的幼
儿使用自然材料的时间也比使用其它材料的幼儿短。玩沙区和玩
水区开放的次数和时间很有限，总体来说，使用的频率很低。在
幼儿选择自然材料开展游戏时，其使用的方法较为单一，主要的
方法是搬运和造型。幼儿在使用自然材料时，一人或多人组合，
将树叶、树枝等自然材从原摆放位置搬运到另一个地方，其次就
是进行一些简单的造型，如摆放、堆砌等。总的看来，玩法比较
单一，没有突破自然材料本身。教育者对自然材料的开发与利用
能力偏低，并没有将自然材料真正地运用到区域活动之中，除了
投放自然材料之外，对幼儿使用自然材料的引导也不足，幼儿很
难从中获得关键经验。面对幼儿选择与使用游戏材料之时，教育
者总体上存在着提供的自然材料种类少且形式较为单一，想不
到、不会用、没精力、没自信且缺乏支持等问题。 

2.幼儿与家长没有发挥其作用。在开发与利用自然材料的过
程中，许多教师完全将其当作是自己的任务，忽略了幼儿和家长
的作用。殊不知，幼儿才是游戏的主体，幼儿有权利且有能力参
与到开发与利用自然材料的进程之中。幼儿只是简单地摆放和操
作了教师提供的自然材料，并没有真正地体现其内心地意愿。幼
儿的加入不仅能分担教师的工作任务，而且能够大大提高自然材

料开发与利用的进程，有效地提升自然材料的使用频率，能开发
出更多的玩法。家长作为幼儿的重要他人，对幼儿有着不可磨灭
的影响。家长的支持能促进幼儿更加愉快地参与其中，而幼儿的
参与度以及情绪是对开发与利用自然材料 好的评价。 

三、自然材料开发与利用的路径探索 
1.提高教育者开发与利用自然材料的能力。在区域活动中增

添辅助工具，是丰富自然材料种类以及自然材料玩法的有效途
径。这些辅助工具，可以是来自大自然的，也可以是玩具成品等，
但优先考虑自然材料。如在玩水区中，增添一些荷叶、葫芦勺，
竹子，让幼儿作个有趣的“搬运工”；在玩沙区中可以增添一些
树枝、石头，以便于幼儿进行构建；在美工区也可以提供自然材
料作为幼儿裁剪、拼图的材料，提升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
可以在玩沙区中藏一些“宝藏”，让幼儿进行探索和发现。辅助
工具的提供能够满足幼儿对于材料的有趣性和多样性的满足，且
能够满足幼儿不同发展水平的需要，是使自然材料充分发挥作用
的重要的步骤。 

2.借助家长和社区的力量。充分发挥家长和社区的力量主要
是在收集自然材料作为活动区域中的游戏材料的重要作用。“家
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虽然这种提法已经不再新鲜，但
是要真正发挥好家长的作业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家长应当积极响
应幼儿园和教师的号召，倾听幼儿的心声，和幼儿一起在生活中
收集游戏材料，将其提供给教师。外出旅游已不再是件难事，家
长在与幼儿外出时，不要仅进行商业化的购物，更可以让幼儿带
回当地的一些自然材料，如枫叶、樱花等，让未去过的幼儿也都
能够有机会感受不同自然材料带来的新奇和乐趣，丰富幼儿的视
野。家长应当密切联系教师和幼儿园，同时加强与其他家长之间
的交流，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更好地促进家园合作。 

综上所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科技兴国的背景
下，能给幼儿带来亲切感、真实感以及操作探索欲望的自然材料
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然而便宜易得的自然材料在被当做游戏材料
进行运用时，幼儿不会用，教师不会引导成为了 大的问题。只
有在发现自然材料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时，才有可能
使其运用得更好。教师要和家长一起，成为自然材料的开发者和
应用者，为幼儿提供更多的自然材料，创设更加有效的区域活动
环境， 终见证幼儿探究开发出更多的玩法，见证他们乐在其中
的过程。其实，将自然材料运用到区域活动之中只是让幼儿理解
生命、感受生命的第一步，自然材料生态化还需要更多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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