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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幼儿园的环境创设对幼儿的成长、生活和学习具有极为

重要的作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提出：“幼儿园

要为幼儿提供一个健康而又丰富的生活、活动环境，借此来满

足他们多元化、多方面发展的需求，让他们能够在快乐的幼儿

生活中，获取有利于自身和谐发展的经验，并促进其全面成

长。”说明幼儿园环境创设对幼儿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研究从儿童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幼儿园环境创设

的本质以及价值诉求。研究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将幼儿园环境

创设方面的一些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进行了归类分析与研

究，希望能对当下中国幼儿园环境创设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借

鉴作用。

2 何为儿童视角

视角（Perspective）原本是用在绘画透视学中的术语，是指

画家在观察和描绘人物时选择的角度，后来被用于文学领域

中，也成为文学理论的一个专门术语，即指作者或叙述者审视

世界的眼光和角度。在当下，“视角”一词有很多不同的划分标

准，例如，根据性别对视角进行分类，分为男性视角、女性视

角；根据年龄可以分为成年人视角、未成年人视角，老年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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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视角、少年视角等。将“儿童视角”概念引入教育领域的是

英国牛津大学资深学前教育专家凯茜.席尔瓦教授，他将儿童

视角划分为两种，即“Child perspectives”和“Children’s

perspectives”，前者的主体是作为成人的教育者能够在教育实

践中主动自觉地关注儿童、理解儿童，能站在儿童的立场上，

设身处地地感儿童之所感；而后者的主体则是作为有独立人

格的儿童。儿童有自己的感受、体验以及观察周围世界的角度

和立场。相比而言，前者表征的是教育者“自外而内”地探寻和

理解儿童内在体验的自觉意识。后者表征的是儿童自己“由内

而外”地认识和体验外部世界的主观能动性。

3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质性研究主张从当事人的视

角看待问题，从儿童的视角了解他们对所在的幼儿园环境的

独特看法以及他们所喜欢的幼儿园环境应该如何创设，这样

的研究设计和本研究的“儿童视角”具有天然的适切性。中华

女子学院附属实验幼儿园成立于 2004年，距今已有 16年。

幼儿园在课程探索、教师培养等方面一直有自己的目标与方

向。幼儿园的课程需依托幼儿园的环境来完成。因此，从建园

伊始，幼儿园就非常重视环境的创设与研究，在环境创设方

面也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做法。

4 儿童视角下幼儿园环境创设的描述与分析

本研究对幼儿园环境创设的描述与分析主要从幼儿园

物质环境（室外环境和室内环境）、幼儿园环境创设背后的文

化思考以及生活化课程与幼儿园环境的关系几个方面进行。

在物质环境创设中，主要展示的是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做法与

形态；在幼儿园环境创设背后的文化思考中，主要完成的是

对幼儿、园长、教师的深度访谈，探查幼儿园环境创设背后的

文化思考；在生活化课程与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关系中，通过

对幼儿园“生活化课程”的主题与目标以及与环境的关系的

描述与追溯，分析幼儿园环境是如何通过生活化课程的实施

逐步完善丰富的。

4.1 对幼儿园物质环境创设的描述与分析

4.1.1 回归自然的户外环境创设

幼儿园用了 16年的时间，让环境变得越来越丰富。2004

年，幼儿园刚刚开园时，院子里只有几棵小树，空旷、单调。

2009年，集休憩、游戏、学习于一身的葡萄长廊建造而成。

2010年，小池塘正式落成。小池塘紧挨着葡萄长廊，里面住着

小鱼和乌龟。2016年，在园子北边的角落，建成了倚着大树的

树屋。儿童对泥土有天然的眷恋感。幼儿园专门修建了一个挖

土池让孩子们挖掘、填埋、修建，潮湿的泥土给孩子们创造了

各种有趣的游戏。在大滑梯的旁边，设有三池相连的沙坑，分

别装着干沙、半干沙与湿沙。沙坑旁的小石屋，存放着孩子们

挖沙的工具。在沙坑游戏的时候，他们会赤足站在沙子里，挥

舞着工具，专注地游戏。幼儿园主楼西侧的墙下，隐藏着一个

被爬山虎掩映的玻璃小房子，那是孩子们的户外盥洗池。2017

年，幼儿园为孩子们修建了一座雨水花园。雨水花园是利用屋

顶的雨水收集器，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蕴含着孩子们学习的

契机。沿着教学楼东侧的楼梯一路向上，会看到 2014年修建

的屋顶大花园。站在楼顶，向下望去，铺着裸露青砖的操场上

四季的景色更是大不相同。冬天，万木萧条，但幼儿园依然有

绿的存在。“一颗大树”被种在了大厅里。这面绿色植物墙有

11平方米，镶嵌着两千多株植物，这些植物的叶面面积加起

来不亚于一颗大中型的大树。这里也是冬季孩子们开“森林派

对”的地方。

4.1.2 有呼吸感与自然感的室内环境创设

幼儿园室内物质环境的设置，需要用自然物建立起环境

和儿童之间的联结感，这也是室内环境创设的核心目标。这

里的室内教室环境并没有被区域材料或家具分割成若干空

间，所有的材料都在墙的两侧，每天等待着孩子们用自己的

方式打开。窗台摆放着自然的果实，豆子、大米、花生、丝瓜

等。剥落下的核桃皮和等待晾晒的山楂、柿子都是他们观赏

自然颜色的绝好素材。每个教室都有一面用木条与麻布制成

的“主题学习墙”，这是记录孩子学习过程的地方。孩子们每

天学习中的思考，要探索的问题，以及当下的一些认识，都会

显示在主题学习墙上，供他们思考与回味。此外，幼儿园每两

个班就有一个独立的图书馆。在教室与图书馆交接的地方铺

着鹅卵石，孩子们可以脱掉鞋子，踩在鹅暖石上进入图书馆。

这里的每一本书都被孩子们“精耕细读”着。

环境是儿童和他人分享自我经验与感受的地方。孩子们

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分享自己的故事、秘密、心情和梦想。孩子

们喜欢的活动、精彩的对话，一一被老师们记录下来，放在孩

子们看得见的地方。班级里有一些固定区域，这些地方张贴

着一些关键词的描述，在提醒教师们，要用更科学的方式指导

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幼儿园每个地方都力求体现出从儿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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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出发的全新思考。这样的环境创设对孩子们而言没有压迫

感，看似随意，但充满着学习与表达的无限可能性。在这样的

环境里，儿童有很大的自主权，材料不拘泥于固定的位置上，

会随着学习主题的变换与当下自然与季节的变化，供孩子们

随时展开创造。在创造中，他们讨论规则，学习遵守规则。一

间教室对他们而言，既是身体的居所，也是心灵的安放之处。

4.1.3 花草园，孩子们的心灵居所

在中国，大部分幼儿园的建筑是封闭的。但对内的开敞

以及能够乐在其中的格局，却能弱化这种不良影响，让孩子

们更加亲近自然，接近真我。孩子们喜欢这样的幼儿园，他们

为自己的幼儿园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花草园。花草植根

于大地，仰望星空，汲取天地精华，简单而快乐。幼儿园是个

花草茂盛的地方，花花草草和孩子们让幼儿园充满了灵性。

这个名字里不仅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体现着教育

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信任与平等。教育从来都不是围绕着一

个建筑或一个场所而开展的社会活动，幼儿教育更是如此。

在环境创设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里面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希望这里的儿童在面对环境的时候，不再是

一种静态的观望，而应当实现动态的可游过程。

4.2 环境创设中儿童视角背后的文化思考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到，幼儿园环境创设如何体现“儿

童视角”，本质上也是儿童哲学观的一种再现。对儿童哲学的

关注，也是对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积极发问、探索、思考和解释

的过程的一种认同。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教育者如何理解儿

童、倾听儿童、鼓励儿童思考和探索是环境创设中最重要的一

个部分。教育者应该思考的是，幼儿园环境创设不仅要与儿童

外在的需要相连，更重要的是如何与内在儿童的精神世界相

连。以下是对幼儿以及教师、园长、家长的访谈。

4.2.1 对儿童的访谈 ———“我眼中的幼儿园”

“儿童视角”的理解有两个维度，即成人站在儿童的立场

看问题和儿童自己表达心声。“我眼中的幼儿园”主要是在倾

听儿童的声音、让儿童表达自己的感受，以此进行幼儿园环

境创设，因为儿童才是环境的真正体验者。下面是笔者记录

的在幼儿园环境创设过程中对幼儿的访谈：

问题一：你喜欢的幼儿园是什么样的？

李沐泽（5 岁）：我想要一个老师满天飞的幼儿园，在我

需要帮助的时候老师就飞下来帮助我，我不需要帮助的时候

老师就一直飞，我们也可以跟着老师一起飞。

杨芊予（6岁）：老师小朋友们不管做什么都可以自由自

在地做，做什么都特别搞笑。在幼儿园里的每一天都过得很

欢乐，是个充满快乐的幼儿园。

问题二：幼儿园里，你喜欢哪个角落？

孟沿希（5 岁）：我最喜欢的是幼儿园花花草草的标志，

因为那是我们小朋友自己设计的。

卢昕妤（6岁）：我最喜欢幼儿园的“一米菜园”。每到春

天的时候我们会播种，秋天会收获自己种的菜，冬天我们还

会给土壤施肥。

唐安吉（6岁）在这里，花花草草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

会听见我给它说甜甜话，也会听见我说那些不高兴的事情。

我和他们一起长大。

从上面对幼儿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幼儿园喜欢的环境应

该体现自然的元素，主要有花、草、树和河流等，这些都是象

征自由、奔跑、快乐和尽情游戏的地方，由此可以折射出幼儿

渴望拥有自由、贴近大自然的游戏空间。幼儿对喜欢的幼儿

园环境的描述体现出幼儿不同于成人的审美需求，体现出了

他们自己的观察、思维和表达方式。幼儿除了对幼儿园物质

环境自然性特征的喜好外，还表现出参与环境创造的渴望，

以及和对安全和有爱的心理环境需要。这种安全的心理环境

的创建和教师对幼儿的态度相关，也与自然有关。

4.2.2 对教师的访谈 ———“关于环境创设，你有自己的思考

吗？”

教师是幼儿园环境的重要创设者，也是幼儿园精神环境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环境创设的思考，深深影响着班级

环境创设中是否能够展现出“儿童视角”。下面是笔者对幼儿

园部分教师的访谈：

问题一：环境创设的过程中，你认为有哪些要素是必须

要考虑的？

张芬老师（教龄 6 年）：每一次环境创设之前，我们都会

思考班级的环境是为谁而建，答案毫无疑问是儿童。班级就

是孩子们和我们共同的家，他们有权利参与决定这个家可以

是什么样。所以每一次的环境创设倾听孩子们的想法是必不

可少的，当你走进教室，到处都能看到孩子们创作的痕迹，每

一处都能“听”到都有孩子们的声音。

李洋老师（教龄 3年）：花草园一直倡导“回归自然”，所

以“自然”也是我们在环境创设中最核心的要素。“一花一世

界，一叶一菩提”，自然界中的万物，均有自然赋予的内在生

命尺度，孩子们也如同花草一般。我们尊重每一株花草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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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尊重每一株花草内在生命节律的发展。

田巍老师（教龄 16年）：班级的环境创设思路是园所理

念直接的物化和体现。花草园倡导“回归传统、回归自然、回

归生活、回归儿童”，所以室内的环境是“虚室生白”，以衬托

出孩子们精神世界的多姿多彩，自然物随处可见，教室里的

布置与其说是孩子们学习的教室，更像是一起生活的舒适的

“家”。

张焱老师（教龄 15年）：在环境创设的时候我会特别注

重真实。真实的材料、孩子们学习痕迹的真实留痕、真实的

“生活化课程”、真实的和孩子们建立真诚的联结……那些认

真的、朴素的、甚至是用笨办法来完成的环境和生活都是我

们最最真实的样子。

4.2.3 对园长的访谈 ———“环境背后折射的是儿童、课程与文

化的关系”

一所幼儿园的环境如何表面上看是由课程、教师、儿童影

响的，但是实际上是背后的文化在起作用。文化既是教育的氛

围、土壤和环境，也是教育活动的精神、依据和内容；而教育是

文化的存在和传承形式，即教育是文化传递、继承、发展的有

效途径和外在方式。而园所文化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受园所办

园者思想的影响。作为幼儿园的园长，我也借助于这样的探索

与研究过程不断完成着和自己内心的对话，澄清着对教育的

认识。下面的对话一方面来自这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我的深

度访谈，也来自我对幼儿园环境创设的一些个人思考。

①环境创设要回归自然

自然会赋予儿童灵性的力量。这些年来，不懈地对幼儿

园进行着改造，目的只有一个，让幼儿园更加接近自然，让孩

子们获得更多来自自然的力量。幼儿园刚刚创办的时候，非

常流行塑胶地面，但是园长坚持不用塑胶操场，就想给孩子

们留一小块土地。因为土地就是自然的一个元素，幼儿园环

境一定是自然和真实的，室外环境的创设都是取之于自然，

室内环境的设计中，在幼儿园中选择了自然的元素，这些想

法奠定了幼儿园环境设计遵循自然、遵从本真的理念，也是

站在“儿童视角”进行幼儿园环境创设的初次尝试。霍尔的

“复演说”认为，儿童代表着人类的史前阶段，代表生命的早

期。儿童实际上在复演着人类早期生命的痕迹。幼儿园建的

第一个水系是小池塘，可是小池塘的水是不能玩的，因为一

玩儿，里面的鱼就会死。但是孩子们太渴望有一条河了。门前

有条河，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意境啊！人类生命的早期，都是

逐水而居的。希望花草园里的所有事物都能引发孩子们的思

考与探索，成为他们学习的契机，用自然启迪孩子们的智慧，

因为深知“智慧高于知识”。

②学会倾听与对话，才能获得“儿童视角”

幼儿园的环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不同文化符号

表征的社会关系空间，这个空间的主角便是儿童。一些幼儿

园环境创设中有很多的活动区，但是这些活动区却不让孩子

自由的活动。在幼儿园的环境创设，笔者做了一个大胆的尝

试，把活动区都收起来，就像折叠式，是收放自如的，需要的

时候就打开，不需要的时候就收起来。这个想法似乎不太符

合行业惯性，所以幼儿园每次验收的时候都会提这个问题。

但是老师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幼儿园的活动区就变成

了今天这样的状态：干净、空灵。后来发现，成人以为的所谓

“儿童化”的环境、色彩、词语、表达其实都是成人以为的“儿

童化”。当真正看到儿童的时候，站在儿童是视角上看问题的

时候，才发现那是有灵魂的。一旦把孩子们的照片、孩子们的

语言、孩子们的学习方式还原的时候，环境就有了生命感。至

于区域是怎样摆放的等这些形式化的问题都不重要了，重要

的是里面有孩子的生命感。人们的外部环境，一直在改造，目

的就是越来越多地满足儿童的需要，孩子们把幼儿园叫作

“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的花草园”“我们的神秘园”。他们会

跟老师讲，他们想要一个挖土池，幼儿园就把一棵树请到了

别的地方，造了一个挖土池。他们说想要“飞”，幼儿园就在楼

顶上设计了一个空中花园，也建造了一个树屋，满足孩子们

想要在高空“飞翔”的愿望。后来还有了雨水花园、游戏台、神

奇电车……这些环境不是从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在和儿童

的对话中，从儿童的需要出发，逐步建构的结果。在幼儿园环

境创造中，没有人是真正的设计师，幼儿园设计的时候一定

要看到儿童的需要。当然，这个需要并不只是现实需要，更重

要的是儿童精神上和灵性层面的需要，只有真正的从儿童视

角出发，才能设计出他们最满意的环境。儿童的思想、精神和

灵性有更高层次的需求，所以在环境设计中更要倾听儿童的

需要。幼儿园的环境终究是要和人互动的，在笔者幼儿园环

境创设的物质空间中，谈的最多的是儿童与自然。在幼儿园

的环境创设中，似乎是成人在影响儿童，其实是儿童在引领

着成人的精神世界。儿童的配色是非常美的，以至于后来老

师们放弃了自己原有的配色习惯，开始跟儿童学习。所以我

们幼儿园的环境设计中的元素选取与表征方式是跟儿童非

常接近的。

③ 环境创设背后的文化价值取向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套完整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在构建

环境的时候，教育观和教育思想也日渐形成。在此强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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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西学为用”。环境创设一定要有自己的教育主张。当幼

儿园里的所有的人、事、物都回到本来的自然样子，就会形成

一个和谐的气场，影响儿童的发展。什么叫自然的样子？有一

句话叫“让儿童更像儿童，让爸爸更像爸爸，让妈妈更像妈

妈，老师也更像老师”。在《给童年“留白”》一书里，笔者特别

谈到了和员工的关系，我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对这个

世界的态度会影响到方方面面，老师也是这样，他们每一个

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能力和儿童的状态交

相辉映。家长们认为，在幼儿园里不仅仅是儿童受教育，他们

在这过程中也完成了“重生”和“再造”。

环境创设的时候，有两个因素必须要考虑，一个是文化

因素，一个是自然因素。笔者带着老师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直在试图理解，中国

文化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迁？它的哲学脉络到底是什么？无

论怎样，这一切给了大家强烈的文化自信。当前的中国教育

在不断“变革”，儿童教育也强调儿童获得“核心经验”。人们

在解读儿童经验时，会关注他们在经验中对外部世界有了什

么认识，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认知经验，数理逻辑

经验，物理经验，人际交流经验等，更多的是在讲个体和这个

世界有什么关系？个体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和知识？回到一个

哲学的层面上，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生命的本质意

义是什么？受教育也好，学习知识也好，本质意义是应该让一

个人拥有幸福感。这个观点也是这些年来，人们渐渐意识到

的。对于儿童来讲，他们要想获得未来学习、生存的能量并不

是要掌握很多知识，而是要拥有幸福感。幸福感的核心是什

么？是一种来自自我的、内在的强大力量。“我是谁？”“我想

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能为这个世界创造什么？”对应环

境对儿童的发展与学习经验的建构上，“儿童获得学习经验

的目的是什么？”“在经验形成过程中，儿童是如何形成自我

概念的？”“自我概念是如何帮助他们进行自我创造的？”这其

实也是哲学中的三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

去？永恒的三个哲学追问，在儿童身上同样适用。他们要反复

思考确认，我是谁？我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怎么认识我自己？

我能有什么样的创造？在童年生活里，这是一个模式，如果这

个模式被不断演练，就会固化下来，用于应对将来的生活。

一个环境，要给儿童提供经验。但是经验背后的东西是

什么？是关于自我，关于创造，关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动因

的探寻。笔者想，这就是环境创设的本质。

4.2.4 对家长的访谈 ———“心中的幼儿园”

刘茗泽妈妈：这里有花有草有河流，水花花，泥巴巴，噼

里啪啦，小脚丫 ~

王子衿妈妈：花草园在我心中像一个美丽的伊甸园。春天

给小鱼搬家，在房顶种下自己最爱吃的青菜；夏天在小溪 蹚边

水，打一场痛快的水仗；秋天在葡萄架下采摘甜美的葡萄；冬

天看雪花飘落和自己最爱的老师堆一个可爱的雪人……

刘彦熙妈妈：花草园是最朴实的，也是最自然的，也是最

宁静的，也是最唯美的。同时花草园又是最笃实，它坚定地在

回归自然、回归儿童的路上实践着。而这一路，伴随了孩子们

无穷的欢乐的笑声……

李沐泽妈妈：每次去幼儿园，见到的每一位老师，门卫于

师傅，食堂师傅，保洁阿姨等，认识的不认识的，脸上总挂着

暖暖的微笑，让人心情不由自主飞扬起来。孩子在这样的温

暖的环境中成长，生长出来的每一个触角感受到的都是温暖

善意，内心的底色必定是充满了爱的。

叶芊宇爸爸：胡华园长倡导的“自然主义教育观”深深影

响着这里的人事物。树木就是树木、土地就是土地、连厕所是

老式的蹲坑；孩子们自然地游戏，自如地交流，甚至尿裤子也

是理所应当，不谈宽容，更不谈责备，因为这就是自然状态下

的孩子，给人感觉踏实、自信、从容。

4.3 生活化课程与环境创设的关系

作为承载文化内容的课程，本身具有特定的文化视域。但

课程内容是无法直接创生出文化的原生样态，需要依托环境，

不断培育出更适宜的教育文化。幼儿园的环境与课程之间是

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环境是课程生成的土壤，即幼儿

在与环境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学习；另一方面，课程也会生

成新的环境，课程实施需要获得某种特定环境的支持，而课程

开展的过程与成果也会促进环境的改变。也就是说，幼儿园中

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变成课程，而课程及其创

造出的学习结果也会成为环境丰富的源泉。花草园的“生活化

课程”按照四季变化(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与中国文化的

主线，一共设置了八个主题：“耕读三月”“生长四月”“五月，一

起去探索”“六月，儿童月”“憧憬的九月”“十月，我生活的地

方”“十一月，艺术就在身边”和“十二月，美食月”。可以看出，

这些主题线索与中华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生活轨迹

基本一致，课程力求从个体经验中最朴素的一些好奇开始，用

文化作为解读生活与生命的钥匙（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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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个案幼儿园的生活化课程主题

月主题

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耕读
三月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曰和
爸爸妈妈一起读噎噎曰
好玩的叶神奇糖果店曳曰
我和野绘本冶做游戏曰

我家的藏书曰 旧书

里的故事曰 书的样

子曰 自制一本属于

自己的书曰

精读 叶西游记曳曰玩
转叶西游记曳曰一本

书的诞生曰 我身边

的图书馆曰

春日
四月

我的身体曰我的心情有

时很糟糕曰我的小手很

能干曰我健康袁我快乐曰

我的样子曰 我身体

里的数字曰 谈谈我

的优缺点噎噎曰我

心中的大英雄曰

生命的密码曰 我的

身体我知道曰 情绪

加油站曰我就是我曰

五月袁一
起 去 发
现 渊和家
庭 一 起
完 成 学
习冤

夏天来了曰 夏天的颜

色曰 爸妈眼中的夏天曰
我和爸妈的夏天游戏曰

夏天大调查曰 夏天

的发现曰夏日游戏曰
夏天的故事曰

小学初印象曰 探秘

小学生活曰 假如我

是小学生曰 寻找彩

虹小学曰

六月袁花
草 园 里
的探索

我班门口有条河曰我想
在河上建座桥曰神奇的
小池塘曰手绘花草园曰

探秘小组集结曰蚂
蚁王国曰水之密语曰
大树笔记曰

回忆一起走过的日
子曰制作毕业礼物曰
感恩的心曰 快乐向
前走曰

憧 憬 的
九月

你好袁花草园曰好朋友曰
大手拉小手曰秋游啦曰

上中班了曰 我的新
本领曰 我当值日生
了曰 不一样的中班
生活曰

你好袁新朋友曰我是
大班小朋友曰 大班
愿望清单曰 我的大
班计划曰

十月袁我
生 活 的
地方渊和
家 庭 一
起 完 成
学习冤

我出生的那一天曰我的
家庭成员曰爸妈爱情故
事曰我是这样爱爸爸妈
妈的曰

走近社区曰 社区里
的标志曰 生活中的
垃圾曰 我是环保小
卫士曰

我的北京印象曰生
活在北京曰 我的故
乡曰 我的名字有故
事曰

十一月 袁
艺 术 就
在身边

冬天来了曰 种子在哪
里曰叶子去哪了曰大地
休息了曰

有趣的叶子曰 百变
的树枝曰 香香的花
朵曰神奇的果实曰

大自然的色彩曰大
自然的纹理曰 大自
然的形态曰 我是大
自然的孩子曰

十二月 袁
美食月

小时候的美味曰奇妙的
鸡蛋曰 甜蜜的食物曰妈
妈的私房菜曰

我家的餐桌曰 米面
的故事曰 食物金字
塔曰我的健康食谱曰

大自然的馈赠曰食
物的腌制曰 食物的
研磨曰食物的发酵曰

生活化课程发展成了“儿童发展”为核心、以儿童自身发

展需求为根基，用自然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主题线索，与

自然、社会、家庭紧密联结，具有宽阔文化视角的幼儿园课程

体系。其本质是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回归生活和回归儿童。其

中的回归自然，即生活化课程的主题均取之于四季流转的自

然环境。例如，在按照四季变化设置的课程体系中，春天，孩子

们可以种植花草，感受生长的希望；夏天，孩子们可以和大自

然里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进行平实却又深刻的对话，体会大

自然的奥秘；秋天，孩子们可以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享受着

秋日里北京的特有自然与人文景观，接受文化的熏陶；冬天，

孩子们不仅可以将自然请回教室，也可以在下雪天和老师一

起打雪仗、堆雪人，制作冰灯，之后和家人一起制作美食，领略

中国文化里冬藏的意蕴。而这一切的出现，都和课程有关。“生

活化课程”从外在的追随儿童，慢慢地走向了内里的文化。课

程源于当下，又试图借助文化的张力扩展课程的结构与内涵，

之后再度回归儿童。可以看出，生活化课程内容生成的场域是

幼儿园的自然环境以及环境背后的文化思考, 这是生活化课

程得以不断建构的依托。幼儿园在创造自然环境的时候,既体

现了自然的本来面目, 而且也将人类生命早期的经验考虑进

去，在这种自然环境中, 生活化课程才得以不断地建构和生

成。当幼儿园的环境被赋予教育意义时，它“不是外设的，不是

凌驾于人之上的”，而是要追寻环境与人的共生意义。在这里，

儿童的学习不用每天枯坐在教室里，儿童的相关活动应和土

地密切相关，儿童经验的形成可以跟随四季的变化，按照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步调设计、开展。[10]如是，儿童的精神与

灵性在自然学习的过程中得到了释放，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得

到了滋养。儿童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存在，每个儿童都是生活在

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这种社会文化情境不仅构成了儿

童学习和发展的文化生态背景，更是直接造就儿童之所以是

儿童的文化基因。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也指出：“幼儿园应为幼儿提供

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的需要，使他

们在快乐的童年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展的经验。”幼儿园环境

创设的核心是满足儿童的需要。因此，基于儿童视角的环境创

设，应遵循儿童心理和生理的特点以及个性发展的需要。在儿

童与成人、在儿童立场和文化立场的两端之间，幼儿园一直在

寻找着一种平衡。这个象征着教育理想的平衡点不是固定不

变的。伴随教师的专业成长、园本课程的成熟，这种既尊重儿

童又尊重文化的动态平衡在幼儿园微妙地保持着，最后形成

独特的园本课程成果“生活化课程”。

5 儿童视角下幼儿园环境创设的策略建议

5.1 学会倾听儿童的“心声”

环境创设的灵感应源于儿童。幼儿园环境，是幼儿的环

境，是幼儿可以参与创造与设计，拥有发言权的环境。[4]教师需

要不断地倾听儿童对于环境的想法，不断地完善儿童的想法。

教师是教育者，也应该是倾听者和记录者。记录儿童的想法和

观点，对整个幼儿园环境的创造、设计大有益处。幼儿园的外

部环境应不断改造，所有的环境并不都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

在和儿童互动的过程中，依靠儿童的想法创造完成的。当他们

和环境有深度的连接的时候，也就有了深度的情感。

环境创设应联结儿童的精神世界。儿童想法的本质是渴

望和环境、和他人建立起深度的联结感，儿童想让自己的思想

游弋，教师要做的就是理解他们。即使是在教室里，儿童也是

喜欢有秘密的。当儿童自我意识发展到不再仅仅停留于成人

关注时，便需要一个相对独立且自由的属于自己或者与同伴

之间的隐私空间。因此，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应适当地创设一

定的“秘密基地”供儿童建构自己的儿童世界。笔者所在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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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每个班级里都设有一个专属于每个儿童的百宝盒，里面

可供儿童藏匿自己的秘密。树叶，种子，石头，羽毛，碎纸片，一

个生日卡，每一件物品对于儿童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将儿童的精神世界与教室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使得儿童对幼儿园产生归属感。

环境创设应注重幼儿的创造性发挥。在幼儿园环境创设

的过程中，不仅要引导幼儿的积极参与，还要重视幼儿创造

性的发挥，让幼儿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设想和操作呈现个性化

的创造。幼儿园有几处充满野趣的地方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太精致的东西儿童不敢破坏，充满野趣的地方虽看起来

有点乱糟糟的，但对儿童来说却是一个有意义的地方，敢于

“破坏”，就敢于创造。

环境创设中的“儿童视角”，意味着教师要对儿童有一种

移情式的理解。幼儿老师是儿童在这个世界的代言人，这要

需要幼儿教师努力的去发现世界在儿童眼中的意义。

5.2 经常与儿童“对话”

在环境创设中，教师要和儿童一起做三件事。第一，注重

儿童与环境的互动，更要鼓励儿童在环境中完成自我创造。帮

助他们逐渐认识到“我们游戏的样子就是我们生活、学习的样

子”。这样才能逐渐走近孩子的精神世界，发现他们学习的秘

密，给予他们适宜的支持。第二，教师要保护儿童丰富的思想

与情感以及富有创造力的大脑，还要和他们一起发现与思考，

共同记录下生活与生活的美好。第三，教师要运用自身蕴含的

文化力量引领儿童，通过对话和儿童共同构建环境的场域。这

里的对话不仅以“知识”为目的，更在于情感、思想、智慧的碰

撞和精神世界的交互成长。教师与儿童在共同的生活中，幼儿

深深地进入了教师的精神世界，教师也在幼儿的开放的接纳

中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两者精神相遇的地方，环境的内

蕴也愈发饱满。

5.3 提倡回归生活，追随自然

室外环境的创设应具有人类生命早期的生活轨迹。成人

追随儿童，儿童追随自然。在创造自然环境的时候，不仅要体

现出自然的本来面目，也要考虑人类生命的早期是如何和自

然相处的，要有花、草、树、木和人类早期探索生活的轨迹。当

这些轨迹促进儿童学习发展的时候，它不仅仅停留在满足儿

童的认知需要上，还满足了儿童精神和灵性腾飞的需要。室内

环境的创设应适当留白。庄子曰：“虚室生白”，意为空空的房

子才能照进太阳，内心清静、澄澈才能悟出“道”来，生出智慧。

儿童的精神世界与其表现形式的丰富性无需借助任何颜色，

就能光彩照人。把空间留给儿童，等儿童一点一点地去填满。

与此同时，室内环境还应多使用自然材料，少用塑料制品。室

内环境也应充满着自然的味道。

5.4 关注时空线索，立体呈现环境要素

环境创设应基于空间线索。要有一个儿童的角度，提供给

儿童可理解的、开放的、可互动的、可自由表征的象限空间。空

间是具有内涵的，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性讯息和互动经验，并能

对构建式的学习产生刺激。因为儿童有平视、俯视、仰视三个

角度，儿童有自己的空间感觉。平视的部分可以展示其学习过

程；俯视的部分可以展示、表达潜意识与自我的联结；仰视，是

在儿童学习之后，对材料的总结与提升。儿童的视野是非常丰

富的，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三个空间填满。在空间的这个

层面仰视的时候，是儿童对自己学习的一种回顾。这种能力，

也被称为“元认知能力”。

5.5 重视课程与环境的同构

幼儿园课程也需要适宜儿童环境的支撑。这个自然是真

实的自然，也是人文的自然。幼儿园的环境与课程之间具有相

互生成的关系。一方面环境生成课程，即幼儿在与环境的互动

中不断生成课程；另一方面课程生成环境，课程实施需要获得

某种特定环境的支持，而课程开展的过程与成果也会促进环

境的改变；也就是说，幼儿园中任何一个环境，任何一个角落

都可以变成课程，而课程中的学习成果也为幼儿园的环境增

色。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哲学思考、经验创造、主动探索也

逐渐形成。

6 结语

在创设环境的实践与研究过程中，幼儿园一直在思考

“我们到底想给儿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和体验？”“环境

创设的出发点到底在哪里？”“环境创设背后的文化价值取向

是什么？”童年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儿童应该是能够为人类

生活做出巨大贡献的，而他们的文化价值却常常被成人忽

略。很多人认为对儿童的理解，就是体现儿童的特点，但这是

远远不够的。“儿童视角”是指幼儿园不仅指能够站在儿童的

视角，理解他们的想法，还需要给儿童真实的表达、真实的创

建的机会，帮助他们将想象变成现实。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

适合儿童发展的幼儿园，一定要有儿童自己的创造，这才是

有儿童的、有意义的、有生命力的幼儿园环境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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