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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教育”理念下的
幼儿园环境的创设与利用

◎陈娟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中关于环境的创设与利用有着明确的

表述：“创设有利于促进幼儿成长、学习、游戏的教育环境，合理利用资源，

为幼儿提供和制作适合的玩教具和学习材料，引发和支持幼儿的主动活动。”

环境，是隐性的教育资源，是一个可以支持幼儿社会互动、探索与学习的“容

器”，在幼儿园课程实施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幼儿就

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发展的。

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一定要有自己的教育主张。我园的环境创设就是在心

教育理念引领下，以儿童立场为中心，以人文和谐氛围为基调的“润心”环

境。在心教育理念的引领下，我们着力促建以幼儿为本的成长环境，以幼儿

为本体现在尊重与理解，了解与热爱，知其所想，知其所需，通过生动、直观、

有趣的环境以达到与幼儿心灵的会合、情感的共鸣和生命的唤醒。我们以润

心环境为基，力求环境育人，润物无声，使幼儿与环境对话，与材料互动，

在探究中学习与发展。

一、把安全、健康的理念融入环境，确保放心和安心

（一）创设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幼儿的安全和健康是家长最为关注的成长要素，也是幼儿园一切工作的

前提。幼儿园积极创设安全舒适的环境，安全上事事严格把关，做到人、物、

技同防。

一是做好安全防范。门卫室建立 110 报警系统，校园栏杆安装入侵报

警系统，幼儿出入园刷卡识别身份。二是提供舒适环境。各活动室安装空

气新风系统，让幼儿每天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并配置温湿度计，实时

监测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提高环境的舒适度。三是环境中渗透对幼儿的安

全教育，引导幼儿在环境中学会自我保护，如“上下楼梯图示及儿歌、正

确洗手七步骤、礼貌用语一起说、安全我知道、面对陌生人、马路上的车”

等。针对新冠病毒，我们设置了“病毒我知道”“病毒来了我不怕”“预

防病毒我最棒”板块，让幼儿更直观了解病毒的由来、预防措施及集体生

活的防护办法，让幼儿在丰富的环境中学会简单的自我保护方法，健康、

快乐地成长每一天。

（二）创设自然童趣的游戏环境

合力利用资源，打造最自然、最自由的探索活动空间，有废旧轮胎打磨

的趣味秋千，有充满魔力的秘密树屋，有散发着太阳气息的沙池，有神秘的

探险山洞，每一处都是孩子放飞自我的好地方。快乐城堡可以锻炼攀登、钻

爬、跳跃等运动技能，长龙索道更是考验臂力和锻炼胆量的终极游戏。投掷

区根据孩子的身高设置不同高度的篮筐，孩子在投掷游戏的过程中发展了手

眼协调能力，也锻炼了大肌肉灵活度和力量。种植区保留最原始的泥土给孩

子，让他们一起观察种子的栽种、植物的生长、果子的成熟。在劳动和体验中，

感受人与自然的关系，感受生命的美好。为孩子提供富有童趣的游戏场所，

将每一寸空间最大优化，实现其教育价值。

证法的平衡与和谐得以体现。亦如古琴曲《关

山月》所表现的守边战士于月白风清之际，动

无穷之幽趣的情愫如出一辙。

纵观古今，诗与乐的美学价值是不可估量

的，诗与乐紧密联系，它们在审美上是和谐统

一的。这种和谐与统一依然能从当下的诗歌音

乐中寻觅到，我们把古诗词变为现代音乐作品

中的歌词传唱，无疑对古诗词文化的传承以及

让古诗词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起到不可

替代的作用。有人说“歌是诗的翅膀”。由此

贴切的比喻表明，“诗只有插上音乐的翅膀才

能四处飞扬”，否则很难说得上具有强有力的

生命力，既然如此何不让音乐载着诗歌，向未

来文明自由飞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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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把教育、成长的理念融入环境，力求

精心和用心

根据《纲要》《指南》精神，结合幼

儿的兴趣及年龄特点，创设富有童真童趣

的教育环境，体现自然中发现，生活中取

材。和幼儿共同搜集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废

旧材料，如饮料瓶盖、钢丝球、奶粉桶、

小木板、硬纸箱、易拉罐等，鼓励幼儿参

与低结构材料的绘制与利用，使幼儿与多

元化的墙壁环境、互动化地区角环境和特

色化的班级环境持续互动，引导和支持幼

儿主动活动。

环境点亮心文化氛围。小班文化主题

立足“新启航”，认识新老师，结识新伙

伴，融入新环境，培养卫生习惯，锻炼自

理能力，喜欢集体生活，在自然温暖的环

境中成长；中班文化主题突出“欣成长”，

重视幼儿建立秩序与规则，营造良好的氛

围，学习互助合作，交往和分享，在友爱

和谐的环境中成长；大班文化主题致力“馨

绽放”，围绕我长大了、我的梦想、我是

小学生、我和我的祖国等，意在培养幼儿

自信、勇敢、担当的品质，学会专注做事，

正确认知、悦纳、喜欢自己，自由绽放独

一无二的最美姿态。

幼儿是环境的小主人。“我画我说”，

是幼儿的理解和表达，结合班级活动，幼

儿将所知所学通过画笔呈现在主题版面，

进行想一想、说一说，如：安全知多少、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文明伴我行；“我画

我做”，是幼儿规则意识的遵守与养成，

自己商议规则的制定与设计，如：今天我

值日、如何保护眼睛、喝水要排队、环境

人人爱等；“我画我玩”，是如何有序进

行游戏，快乐游戏的过程，如：游戏搭建、

进区卡、游戏框创意标识；“我画我畅”，

幼儿在班级作品展示墙上，用天马行空的

想象和五彩斑斓的画笔描绘眼中的事物、

心中的畅想。如：我是小小设计师、我心

中的世界、我的创客空间等。创设有助于

促进幼儿成长、学习、游戏的教育环境，

幼儿是环境的小主人，随处可见幼儿的想

法和影子，让幼儿感到温暖和愉悦。

三、幼儿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尊重每一

个幼儿的内在，让幼儿充分感受自然，并

保护自然，和谐共生。在耕心园里，种植

有花草、瓜果、蔬菜等，让幼儿能在半亩

方田中感受四季更替的规律，体验生命的

力量和美好。春季栽培，夏季观赏，秋季

采摘，冬季收藏，让孩子们通过亲手劳动，

感受播种的希望、耕耘的辛劳、生长的规

律与收获的喜悦。“和蚕宝宝一起长大”，

共同生活五十多天，从认领蚕、观察蚕、

记录生长到蚕破蛹而出，仔细观察蚕的四

个周期生长和变化。幼儿学会了观察与思

考，懂得了关心与呵护，更多了一份责任

和对生命的尊重。

四、幼儿在环境中表达对心教育的理解

一个好的教育理念不是一个口号，一

句语言，也不是只有成人参与，而是内化

于心和行动中，是幼儿接受、认可并了解

的。积极开展和心教育有关的谈话、绘画、

歌唱等活动，幼儿通过童言稚语、童心童

画表达自己的理解与感受。如：一号楼梯

环境主题是“心”遇见，“拐角遇见爱”，

孩子们用丰富的色彩，设计多种可爱的心

形象，装点在楼梯拐角，每一寸空间都呈

现这心教育最本真的美好；二号楼梯环境

主题是“心”畅想，童趣的动态小人儿表

达着孩子们对未来梦想的憧憬，他们用心

畅想，描绘富有个性的自己。三号楼梯环

境主题是“心”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一张张亲子活动照片，记录着心教育

引领下家园齐心携手、共促幼儿成长的动

人瞬间，字里行间里满是对孩子们的期许、

对教师的感激和对幼儿园的祝福。

实验幼儿园的角角落落都传递着心教

育理念的浸润，我们力求幼儿园的每一处

环境都能与人互动，与文化交融，与教育

相通，使每位来到幼儿园的人，都可以触

摸到心教育的温度，感受到“从心启航，

让每一个生命灿烂绽放”的美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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