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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儿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这引发了教育者对自然

教育的深度思考。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减少儿童的户外活动时间,会导致诸如注意力不足、肥胖症

等健康问题的增加。因此,对自然教育背景下的幼儿园户外学习环境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构建有助

于激发幼儿的探索精神,有利于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创造力,为幼儿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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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ociety,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children have less and less opportunities 

to get in touch with nature, which triggers educators to think deeply about natur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ducing children's time outdoors has been linked to an increase in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attention deficit and obes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outdoor learning environment of 

kindergart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ur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helps to stimulate children's spirit of 

explor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observation and creativity, and lays a good foundation 

for children's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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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户外学习环境对于幼儿的身心健康、认知发展以及社会技

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创设一个既有教育性、安全性和

趣味性的户外环境,能有效地激发幼儿的探索欲望,发展幼儿的

观察与创造能力。在环境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幼儿年龄特点及活

动需求,科学地组织活动区域。同时,还应巧妙地将自然元素,

如种植区、沙坑、溪流结合起来,让幼儿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

过程中学习与探索。在保障环境安全的同时,消除安全隐患,让

幼儿在安全的环境中自由探索,实现教育性和安全性的平衡。 

1 自然教育理论与实践 

1.1自然教育的核心理念 

自然教育的核心理念强调儿童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提倡在

真实的自然环境中培养幼儿的探索精神与创造力[1]。在实践中,

可将此应用于丰富的户外活动设计,如观察植物生长、动物行为,

或利用沙池、石路等自然元素,刺激幼儿的感官体验与想象。但

是,目前很多幼儿园户外环境过于程式化,缺少与自然元素的整

合。这不仅限制了儿童探索的自由,也可能导致儿童早期远离自

然。因此,幼儿园需要对户外环境进行重新审视,以确保能为幼

儿提供安全、开放和自然的学习空间,以符合自然教育的需求。 

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可参考“生物多样性模型”,在有限空

间内创造微湿地、岩石园、小型果园等生态环境,吸引不同种类

的动植物,丰富幼儿观察学习的内容。与此同时,应重视环境安

全与教育,设立适当的保护设施,确保设施及设施能激发幼儿的

好奇心,并提高其风险评估能力。另外,家庭与社区也是自然教

育不可或缺的一环。家长可作为孩子的自然向导,共同参与户外

活动,增进亲子关系。在社区内,如公园、绿地等开放空间,定期

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培养幼儿尊重生命、爱护环境的价值观念,

为幼儿提供与大自然互动、认识自然的机会。 

1.2国内外自然教育的实践案例分析 

在自然教育的实践中,许多幼儿园已经探索出有效的模式。

例如,美国的“森林幼儿园”运动,孩子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在户

外的自然环境中学习和玩耍,这种模式强调了幼儿与自然的直

接接触,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观察力和创造力[2]。而在丹麦,超过

半数的幼儿园设有“自然游乐区”,这些地方不仅有丰富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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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工溪流和小山丘,让自然游乐区在玩耍中学习生态知识。

这些案例表明,自然环境的融入可以极大地丰富幼儿园的教育

内容,激发幼儿的探索精神和自我学习能力。 

另一方面,中国的“绿色小脚印”项目也是值得参考的例子。

该项目在城市幼儿园中创建微型生态系统,如种植区、昆虫旅馆

等,让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理解生态平衡。通过这种方式,

幼儿不仅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还培养了尊重生命和环保的意

识。这些国内外的实践案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即幼儿园

户外学习环境的建设应注重与自然的融合,以激发幼儿的天性,

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1.3自然教育对幼儿成长的影响 

自然教育在幼儿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是深远的。自然环境能

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并促进幼儿的感官发展。研究发现,经常参

加户外活动的幼儿,其创造力、注意力及情绪调节能力都较高。

因此,幼儿园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学习活

动,以满足幼儿在大自然中的需要,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2 幼儿园户外学习环境的现状与问题 

2.1当前幼儿园户外环境设计的普遍情况 

目前,幼儿园户外环境设计主要是针对儿童的活动场所及

设施的多样化设计。很多幼儿园都为幼儿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游

乐设施,比如滑梯、秋千、沙池等,来满足幼儿的活动和探索需

求。但是,这样的设计倾向于过分强调娱乐性,而忽略了自然元

素的融入。这一现象可能会造成幼儿缺乏与大自然的接触,进而

影响其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与情感连接。 

此外,当前的幼儿园户外环境在教育性上还有待提升。很多

设计都没有很好的考虑到幼儿是如何在环境中自主学习的。例

如,只有很少一部分幼儿园设置了观察角或者户外种植区,这样

幼儿就可以在大自然中学习科学知识,学会生活技能。同时,在

设计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安全性问题。如何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同

时,又能给幼儿带来丰富的体验,是设计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为此,幼儿园的户外环境设计应该采取诸如“森林幼儿园”

这样的创新模式,将更多的自然元素融入其中,进行科学的规划,

根据教育目标,设置观察区、探索区等,让幼儿在自然环境中自

由探索,培养观察、想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设计过程

中也要充分考虑使用软垫保护和安全围栏等安全措施,为学生

创造具有教育性和安全性的户外学习环境。 

2.2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在当前的幼儿园户外环境设计中,主要问题体现在以下方

面。第一,很多幼儿园的户外空间过分强调“娱乐性”,而忽略

了其教育功能的整合；如大部分设施都是塑胶玩具,缺少与大自

然互动的元素,不利于孩子了解生态环境。第二,安全问题不容

忽视,但是有时候过分的安全措施反而会使孩子失去探索、挑战

自我的机会。例如,过分修剪的草地和无菌的环境能减少直接伤

害的危险,但是却限制了幼儿的冒险和自我保护能力。第三,资

源利用不足。许多幼儿园未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如当地的植

物、地形等,造成幼儿与自然的亲密接触[3]。这不但限制了幼儿

的感官经验,而且也会影响到幼儿对于生物多样性以及保护环

境的意识。因此,幼儿园户外环境的设计要注意兼顾教育性和娱

乐性、安全性和科研性。同时,要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安全、

有教育性的户外学习环境,使每一位儿童都能在大自然中快乐

地成长。 

2.3现状分析的理论依据 

在现状分析的理论依据部分,将探讨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

理论如何影响当前幼儿园户外环境的设置。比如,蒙特梭利的教

育理念强调儿童与大自然的接触,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这就

要求在幼儿园的户外环境中为幼儿提供大量的感官刺激和探索

机会。此外,生态心理学的理论指出,自然环境对降低幼儿焦虑、

提高注意力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实中很多幼儿园缺少绿色植

被,缺少户外生物多样性,影响了幼儿的情绪支持与认知能力的

发展。 

同时,引用“生物基设计”(BiophilicDesign)理论,该理论

提倡将自然界的元素融入设计中,从而增进人类与大自然的关

系。然而,当前幼儿园户外环境过分强调安全与管理,而忽略了

幼儿对自然的依恋,如地面太硬、缺少自然地形、水体等元素。

这些理论依据证实了幼儿园户外环境对幼儿自然学习需要的不

足之处,同时也为今后的策略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3 幼儿园户外学习环境建设的策略 

3.1环境规划与布局的科学性 

科学的环境规划与布局是构建幼儿园户外学习环境的关

键。科学的布局能激发幼儿探索欲望,促进幼儿身体和心理的全

面发展。例如,可以参考蒙特梭利的“有准备的环境”理念,就

是要保证户外空间的开放性,让活动更自由,而且要有不同的功

能区,例如种植区、游乐区、休息区。同时,要根据幼儿的身高

及活动范围,设计适当的设施,如矮墙、不同尺寸的爬架等,让环

境更符合幼儿的体形,增加参与感与归属感。 

另外,科学的规划还需考虑环境的教育性。例如,可以设计

“自然探索角”,放置各种自然材料,如石头、枯枝、种子等各

种自然材料,让幼儿在游戏中学习科学。根据《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中关于“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的要求,可以设置观察

角,如小鸟巢、昆虫旅馆,引导幼儿观察生物的生长过程,培养幼

儿对环境的观察与意识[4]。 

在实际案例中,如某幼儿园就成功运用了科学的环境规划。

该幼儿园将户外区域划分成不同的主题区,如“小农夫天地”用

于种植教育,“冒险森林”则提供安全的攀爬设施。这样的布局,

使幼儿园户外环境既能满足幼儿的活动需求,又能在无声中传

递知识与价值观。 

在规划过程中,还需充分考虑安全性。每项设施的设置和材

料的选择都应符合儿童安全标准,避免使用尖锐物件及易碎物。

同时,对其进行定期的安全检测与维护,也是保证环境科学发展

的重要环节。因此,在进行科学的环境规划与设计时,需要以儿

童的安全问题为中心。 

3.2自然元素的融入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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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元素的整合与利用是构建幼儿园户外学习环境的

关键。这样既能激发幼儿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又能在幼儿心中

埋下保护环境意识的种子。例如,可设计种植蔬菜、水果的种

植区,让幼儿体验生命成长的历程,并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与耐

性。另外,利用自然材料,如木头、石头等,能提高孩子的感知

能力和创造力。例如,某幼儿园设计了一座由废旧树干和石块

构建的“小山”,孩子们在攀爬、探索中锻炼了身体,也学会了

面对挑战和风险。这一设计既与自然教育理念相一致,又具有教

育性、娱乐性。 

当与自然元素相结合的时候,安全性不可忽视。需要定期检

查设备的稳定度,防止锋利或易碎之物伤及幼儿。同时,为幼儿

提供荫凉,如在其周围种上高大的树,或者在其上安装遮阳帘,

以防止孩子受到过强的阳光直射。此外,通过设置观察角或小动

物饲养区,如蝴蝶园或小鱼池,可以引导幼儿观察和尊重生物,

培养他们的生态意识。 

3.3安全性与教育性的平衡 

在幼儿园建设户外学习环境的过程中,确保安全性与教育

性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安全是所有活动的基础,尤其是对好奇

而又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幼儿。因此,在设计时要充分考虑设施

的无害化,避免尖锐的棱角,选用无毒无害的材料,选择合适的

防滑地板、防护栏等防护措施[5]。同时,环境设计以教育为目的,

要通过环境来激发幼儿的求知欲与学习兴趣。例如,可设置不同

高度、形状各异的植物区域,使幼儿既能亲近自然,又能学到生

物学知识,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在实际案例中,如丹麦的森林幼儿园,该幼儿园将学习环境

设置在自然环境中,让幼儿自由探索森林,既能锻炼身体,又能

锻炼观察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这一模式也要求有严格的安

全监控措施,以避免发生事故。为了在安全与教育之间取得平衡,

教育者需要不断地调整与优化环境,以满足幼儿的学习需求,同

时也要确保幼儿在安全的环境中活动。 

在设计时,可借鉴“风险适宜性”理论,提倡在不平整地形、

大型玩具等可控风险因素的同时,兼顾基本安全,并逐步培养幼

儿风险评价与自我管理能力。这样,既能达到教学目的,又能给

幼儿带来更多的挑战与乐趣,让幼儿在安全的环境下得到全面

的发展。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幼儿园自然教育就是以幼儿园周边的自然环境

或生态资源为中心,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引导幼儿回归自

然,在参与活动中培养幼儿的情感,增进幼儿间的友谊,让幼儿

感受大自然的真实之美,在大自然中享受生活与学习的快乐。因

此,户外学习环境是幼儿园开展自然教育的基础,积极营造户外

学习环境也是丰富幼儿园教育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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