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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乡镇幼儿园主题墙创设策略 
◆周  霞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丁沟镇丁东幼儿园  225200） 

 
摘要：在乡镇幼儿园的主题创设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与误区，例如内容

选择上的问题、表现方式缺少活力，对幼儿启发引导不足。因此，乡镇

幼儿教师必须创新自身的教学理念，开展能够促进幼儿综合发展的主题
墙，更好的发挥主题墙的价值与作用。本文笔者将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

与乡镇幼儿园主题墙的创设情况，探讨如何促进主题墙更好的创设，以

期促进幼儿综合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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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环境对幼儿的成长与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价值与作

用，幼儿园环境对幼儿成长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促进幼儿
心智、认知、思维多方面的综合进步，让幼儿积极主动的参与到
学习的过程中。幼儿环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主题墙
的创设。主题墙是开展活动主题的重要方面。幼儿园教育应该注
重幼儿综合品质的发展，注重幼儿之间存在的个体差异。幼儿主
题墙的创设要与幼儿园课程结合起来，促进幼儿主体性发展，让
幼儿与主题墙之间进行更有效的互动。 

一、乡镇幼儿园主题墙的问题 
社会与政府对幼儿教育的重视程度都逐渐提升，相关财政力

量支持也不断扩大，幼儿园在软硬件设施、师资队伍质量上都不
断提高了，幼儿园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乡镇幼儿园有其自身发
展的特殊背景，主题墙不断优化的同事，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
题，其教育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 

（一）内容选择存在问题 
在创设幼儿园主题墙的过程中，在进行内容选择的时候，缺

少逻辑上的缜密分析。主题墙内容的选择，展示了教师的素养、
能力与水平。教学能力好、综合素养高的教师，选择的内容与活
动主题、目标、幼儿兴趣、幼儿发展趋势相互符合，对活动目标
主题进行整理，让幼儿有最大进步的发展。但是象征幼儿园在进
行主题墙内容的选择的时候，一些教师仅仅注重展示与美化，活
动素材与内容缺少逻辑性，及时在高级的美化作用下，也难以实
现真正的教育价值。主题墙内容的选择与展示应该基于幼儿的特
点，考虑到教育扫教育目标、逻辑框架等因素，让幼儿深度的参
与到主题墙的创设与互动中。 

（二）主题墙的创设缺少活力 
创设有价值、有意义的主题墙，就应该与幼儿的学习基础、

学习方式、兴趣爱好结合起来。主题墙创设成功，幼儿的探究欲
望、学习兴趣、认知思维都会得到有效的进步与发展。就当前乡
镇幼儿园主题墙创设的整体趋势来讲，主题墙依然是以静态主题
为主，很少有能够激发幼儿好奇心的动态情境，幼儿只会被动的
接受知识与信息。因此，当前乡镇幼儿园主题墙的创设缺少升级、
活力与生命力，难以促进幼儿的可持续发展。有的时候，为了赶
教学进度，教师没有给幼儿留下充足的时间，让幼儿对主题墙进
行持续性的思考，主题墙内部蕴含的价值、意义以及有趣的地方，
幼儿教师也没有进行总结。 

二、乡镇幼儿园主题墙的创设策略 
教育不是单向的灌输，是在各种环境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的相互互动，主要就是受教育者是否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有价
值、有意义的主题墙创设，应该是各种幼儿园教育环境的融合。 

（一）教师转变自身教学理念 
大部分的时候，乡镇幼儿园教师，一般都将主题墙看作是一

定内容的展现，缺少对主题墙的深刻理解，教师对主题墙是如何
认识的，关系到主题墙创设的思路、方法，忽略这些基础条件，
主题墙内容选择与创设方法就会缺少创新性、逻辑性与教育价
值。教师要注重主题墙创设与主题墙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二）展现幼儿的学习轨迹 
乡镇幼儿园在布置主题墙的时候，教师一般都是将结果呈现

出来，但是幼儿没有参与到学习过程中。主题墙应该注重幼儿的
参与，将幼儿的学习过程记录下来，逐渐发展幼儿的学习欲望，

提升主题墙的生机与活力。教师创设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墙，需要
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主题墙与幼儿发展之间的关系；主题
墙与课程内容之间的关系；主题墙与幼儿学习过程的关系。在主
题墙创设之前，教师要对活动主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了解幼儿
兴趣爱好的特点上，进行板块的划分，做好主题墙的划分，寻找
幼儿感兴趣的切入点，之后与幼儿一起探讨如何划分主题板块。
在认知储备的阶段下，是信息的收集，教师依据幼儿的认知能力、
学习兴趣来确定活动的内容，活动的素材要符合幼儿的认知，要
具有教育性与典型性，主题墙活动的开展中，教师需要引导幼儿
对主题进行思考与讨论。然后教师与幼儿一起将主题相关的作
品、图片、文字进行展示，经过一系列的安排，主题墙不再是静
态的过程，而是需要帮助学生深入的探究。 

（三）激励幼儿与主题墙互动 
教师可以了解幼儿的认知、发展需要。在乡镇幼儿园内部，

教师自己一个人承担主题墙创设的责任，从内容的选择到环境的
布置都是教师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其实在实际的创设过程中，教
师可以让幼儿适当的参与其中，不要担心幼儿能力不够或者认知
不足，就让他们被动的接受知识，而是要派他们完成自己力所能
及的任务。教师与幼儿之间要一起探讨主题墙的创设过程。在主
题墙的创设中，教师要结合幼儿的兴趣点，结合活动主题的情景，
开展研究与讨论，引导尤为才遇到素材的选择、方式的选择过程
中来，主题墙不仅仅是简单的作品的展示，而是要尽量的挖掘其
中潜在的教育价值，对幼儿形成积极的影响。主题墙不仅仅是一
个平面空间，更是一个富有价值、富有意义的教育体系，可以促
进幼儿更好的进步与发展。 

（四）强化主题墙创设的问题意识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中明确的指出，要注重幼儿学

习品质的发展与培养。主题墙的创设要有效的鼓励幼儿，为幼儿
的学习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教师要对幼儿进行仔细的观察，
了解幼儿的兴趣点，有效的发展幼儿的问题意识。在主题墙内容
的选择上，教师要注重理清脉络、凝练出和弦问题。在划分板块
的过程中，教师要为幼儿的学习留下时间与空间，素材布置中也
要留下适当的空白，给幼儿留下时间与空间上的空白，引导幼儿
进行积极主动的思考，记录活动的过程，促进幼儿个性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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