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幼儿园是幼儿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创设良好的幼儿园环境对于幼儿的发展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乡村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对于幼儿教育工作者来说，应该有

效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创设适合幼儿发展的教育环境。基于此，文章针对目前乡土资源在

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开发和利用的不足，提出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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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资源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开发与

利用是指幼儿教育工作者能够利用生活中常

见的乡村资源，如动植物、沙土、生活生产

工具等，创造适合幼儿发展和教育的独特教

育环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

出：“环境是重要的幼儿教育资源，幼儿教育

工作者应创设和有效利用环境来促进幼儿发

展”。因此，幼儿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探索如

何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来创设幼儿园环境，

从而为幼儿创造更丰富的活动空间，促进幼

儿全面发展。

一、 乡土资源在幼儿园环境创设

中的开发与利用现状 

当前，许多幼儿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

乡土资源在幼儿环境创设中是十分重要的，

但这种意识较浅，特别是对乡土资源在幼儿

教育中的内涵和价值没有深入了解，导致在

实际教学中不知道如何利用乡土资源来进行

有效教学。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乡村幼儿

园环境相对简陋，并且缺少相关的专业培训，

很多乡土资源的价值被教师忽略；教师在日

常工作中没有对如何利用乡土资源进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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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从而导致很多乡土资源在教学中得不到有效利

用。有些幼儿园积极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进行教学，

但由于利用方式过于单一，对幼儿活动缺乏规划，造

成乡土资源利用流于形式，对教育幼儿并没有起到实

际的作用，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二、 乡土资源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开

发与利用原则 

在创设态度上，幼儿园要积极组织教师开展关于

乡土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交流活动，提高教师对乡土资

源开发和利用的重视程度，使幼儿教师树立正确的环

境创设意识，通过教师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积极探讨

如何利用周边乡土资源进行满足幼儿发展需求的教育，

让幼儿在增加生活经验的同时健康成长。除此之外，

幼儿教育工作者要对自己任教地区的风俗文化有一定

的了解，在教育过程中，积极引导幼儿家长了解乡土

资源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实现家园共育，使得教育过

程更加顺利。

在创设理念上，幼儿教育工作者要认识到乡土资

源开发和利用对幼儿园环境创设的重要性，在幼儿园

环境创设过程中树立正确的创设理念，不断提高自身

工作能力。教师应了解幼儿的身心特征，充分利用乡

土资源优势，为幼儿创造舒适的、适合幼儿教育发展

的活动环境。同时，还要根据不同年龄的幼儿在学习

和认知能力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性，创造符合幼儿心理

特点的教育环境，并对运用到的材料进行积极探索和

调整，从而满足各年龄段幼儿发展的需求。

在创设内涵上，幼儿教育工作者在充分考虑幼儿

的生存与学习需要的同时，要提升对乡土资源的发掘

与运用。创设的内涵不但要表现在幼儿园的客观条件

上，还要表现在人文环境上。比如，场地创设要符合

幼儿的活动特点，要让幼儿开展安全的日常活动，在

游戏活动中要能引领幼儿积极思考、自主探究，在场

地物品的选用以及场景创设的过程中充分调动幼儿的

创造力，提高幼儿的活动水平，有效培养幼儿的多种

技能，提升幼儿的认知水平。

在创设过程中，使幼儿获得参与感和体验感。通

过对环境的创设，可以调动幼儿对动手操作的积极性，

激发幼儿进行实践的兴趣。幼儿教师要在创设过程中

积极思考和反思，及时调整方法，使乡土资源在幼儿

园环境创设中的开发、利用的质量和效率都能有效

提高。

三、 乡土资源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开

发与利用策略

( 一 ) 开发与利用乡土资源，为幼儿园创设生活环境

（1）幼儿园班级主题墙面创建。幼儿园班级墙面

作为幼儿园环境之一，是呈现幼儿园教育思想的重要

宣传渠道，有效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设计和美化幼儿

园班级墙面可以很好地体现乡村特色室内环境，发挥

环境的作用，为幼儿提供教学活动。幼儿教育离不开

环境的熏陶，可以由教师带领幼儿参与到创建主题墙

的活动中，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和

创造能力。可以将乡村特有的植物、动物等作为创作

材料，如创建“中秋节赏月”的主题墙，可以利用秋

天的农作物，如玉米秸秆、棉花等当作绘图材料，打

造具有传统节日氛围的主题墙，让幼儿了解中秋节的

习俗，如吃月饼、赏月等，培养幼儿的探索能力和创

造能力。将乡土资源融入幼儿园生活环境，既能对乡

土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又能启发幼儿的思维，锻炼幼

儿的动手能力。在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的过程中，幼

儿势必会接触到一些农作物。在创建主题墙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引导幼儿对这些农作物进行近距离的观察，

了解其生长环境或生活习性，培养幼儿的好奇心和探

究能力，向幼儿渗透教育理念，如节约粮食等，使得

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品德和生活习惯。

（2）幼儿园户外环境创建。幼儿园具备非常广阔

的室外活动区域，能满足幼儿活动需要，在这些区域

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可以为幼儿创建更美观和更安全

的户外活动场所，使幼儿在日常活动中感受到乡村气

息，获得更健康的成长环境。第一，打造生态种植环境。

幼儿园对于生态种植环境要给予重视，特别是在乡土

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乡土资源中具备天然的绿化材

料，如草地、山坡等，幼儿园可以利用其在幼儿经常

活动的区域打造出符合乡村气息的贴近自然的生态种

植环境；还可以利用这些场地对幼儿开展植物、环境等

方面的教育活动，让幼儿认识和了解植物、尝试种植

简单的植物，从而培养幼儿的团结合作能力和动手能

力，向幼儿传递环保的理念，从而提升幼儿的综合素

质。第二，打造生态养殖环境。乡村地区除了具备丰

富的植物资源，还有许多动物资源，特别是乡村常养

的、与人类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猫、狗、鸡、鸭、鹅等。

因此，可以在幼儿园室外空间为幼儿打造动物饲养区，

使幼儿在观察小动物生活习性的过程中培养观察力，

还可以组织幼儿进行投喂，激发幼儿的爱心。除此之

外，由于乡村环境中昆虫非常多，幼儿教师可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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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标本，在幼儿园设置标本展示区域，让幼儿对昆

虫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教师要积极开发与利用乡土资

源，使幼儿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升幼儿多方

面的能力。第三，打造传统民俗环境。幼儿的生活环

境是幼儿园推行教育理念的重要资源保障，因此，幼

儿园要积极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为幼儿创建符合教育

理念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与幼儿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

民俗环境。这对幼儿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例

如，可以利用幼儿常见的农作物，如秸秆、玉米棒等，

用来装饰环境；还可以用作教具玩具，将玉米棒穿起

来就可以成为幼儿数数和学习加减法的操作材料；玉

米棒还可以用作体育活动材料，而秸秆可以用作创意

绘画或美工材料。总之，在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要

积极开发乡土资源，为幼儿打造民俗环境，增加幼儿

对于传统文化和生产技术的了解，增加幼儿对于家乡

民俗文化的了解，从小培养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

( 二 ) 开发与利用乡土资源，为幼儿园创设教育环境

开发与利用乡土资源为幼儿创设生活环境的最终

目的是让幼儿在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学习和成长，释放

幼儿天性，激发幼儿独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

幼儿园在利用乡土资源为幼儿创设生活环境的同时要

组织幼儿积极参与到教育活动中去。

（1）利用乡土资源，开展幼儿创意美术教育。创

意美术培养的是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是素质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园是美术教育的启蒙阶段，

对幼儿未来的审美有很大影响。近年来城市化发展加

速，幼儿美术活动多增加了多媒体设备辅助图像教学，

但对于幼儿来说，长时间观看图像会对眼睛造成伤害，

而且图像并非真实世界，远不如自然环境具备吸引力。

积极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进行创意美术活动，会使幼

儿获得沉浸式的体验。例如，在班级墙面的创设过程中，

幼儿教师可以带领幼儿利用生活中常见的竹筐、树叶、

豆子等材料进行墙面的装饰；可以利用树叶、秸秆、

禽类的羽毛进行创意粘贴画和手工制作；乡土环境中

最常见的泥土也可以用作泥塑原材料；幼儿还可以利

用乡土广阔的自然环境进行采风和绘画的临摹；等等。

利用乡土资源可以使幼儿直接走进自然，获得看得见、

摸得着的真实感官体验，体验自然中的美，从而丰富

幼儿教育环境，提升幼儿教学质量。

（2）利用乡土资源，开展幼儿常识教育和生命教

育。植物、动物、气候等是乡村中最常见的事物和现

象，利用和开发这类乡土资源可以很好地对幼儿进行

常识教育和生命教育。特别是随着近些年经济的发展，

物质资源丰富的同时导致浪费现象严重，幼儿教师可

以组织幼儿开展植物种植活动，选择一些容易种植的

植物，让幼儿参与其中。无论是植物的种植、养护还

是管理的过程，都要引导幼儿参与其中。在植物成长

的过程中，让幼儿积极观察，通过照片和影像来记录，

从而让幼儿懂得粮食种植的艰辛，使幼儿珍惜粮食、

杜绝浪费。此外，在培育植物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

幼儿对植物成长—繁殖—衰老—死亡的过程进行观察、

记录，让幼儿了解生命历程的常识，同时培养幼儿爱

惜生命、敬畏自然的观念，使幼儿在日常生活中爱护

植物和动物。

（3）利用乡土资源，开展幼儿民俗文化教育。乡

土文化中具有最接地气的民俗文化，而且我国地域辽

阔，不同地域的乡土文化、民俗文化截然不同，幼儿

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当地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和养殖

产品等对幼儿进行民俗文化的教育。例如，以苏南经

济作物“水稻”为主题开展幼儿民俗文化教育活动，

生成“水稻的一生”“如何收割水稻”“从稻谷到大米”“稻

草的用途”“稻草变变变”等活动。在活动中让幼儿了

解水稻各个部分的用途，稻谷可以变成人们每天食用

的白米饭，稻谷脱粒剩下的麸皮、稻草在现代科技助

力下转变成高效饲料用来喂养家畜。再如，一些地区

的舞龙狮、放花灯、制糖人等常见的民俗文化活动都

可以用来对幼儿进行民俗文化教育。

合理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创设幼儿园环境，不仅

可以为幼儿创建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生活环境，也可

以为幼儿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教育环境。幼儿园通过

利用乡土资源开展对幼儿有意义的教学活动，可以有

效培养幼儿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动手能力等综合能力，为幼儿一生的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幼儿教学工作在

使用科技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这

对于幼儿的生活技能教育、常识教育、生命教育和文

化教育都非常有利，是幼儿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

要因素。总而言之，乡土资源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的

开发与利用要以幼儿教育为主要目标，在对现有幼儿

园客观环境进行改善的同时为幼儿创造更适宜、更美

好的学习环境。（作者单位系太仓市城厢镇幼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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