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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教育是指按生态学的教育观点,克服以往的灌输式教育、园丁式教育等一系列的不足而产生的新型教育理念。目前,幼儿园的生

态教育还十分欠缺,仅停留在生态环境的创设方面,而缺少对教育模式生态化的研究。本文结合当前现状，对于幼儿园如何构建生态文化进行了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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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幼儿实施生态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态意识，这对于

保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未来生态建设与发展都极具历史

意义。生态教育模式不适用传统的教育方式，要根据生态学规律灵活对幼

儿进行教育，因此教师队伍建设、课程设置等对于生态教育的教学效果具

有重要影响，而这也是生态教育环境下幼儿园文化建设的核心体现。 

1 生态教育的内涵分析 
生态教育的内涵是按照一定的目的与计划对学生进行生态学教育，

促进学生对于生态的认识，从而让其感受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养成良

好的生态意识，进而保护生态，促进生态建设与发展。不过传统的灌输

式生态教育并不符合生态教育的内涵特征，尽管通过灌输式教育也能促

进学生对于生态环境的了解，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生态教育要摆脱传

统的灌输式、园丁式教育模式，以一种更加符合生态规律的模式对学生

进行生态教学，从而引导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生态伦理观与价值观，促

进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实施生态教育的根本目的。

因此，这要求幼儿园要加强文化建设，为提升生态教育的教学效果提供

可靠保障。 

2 生态化教学的实践策略 
2.1 楼道植物长廊创设 

基于生态学视野的幼儿园楼道植物长廊创设的首要目标就是根据幼

儿直观形象性的思维特点，培养幼儿从小树立生态意识，亲近大自然，

关注生态环境，让幼儿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环境创设，在亲身体验中感受

到大自然的美，以及成为幼儿园生态美环境创设的小主人。通过简单的

楼道创设活动，通过观察、感知、精心护理，门厅盆栽的不同树木，每

种不同盆栽花卉，微景观小河流水的景观，感受呵护植物的乐趣，人与

植物、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廊道的环境的创设体现了舒适、温馨的原

则，与生态课程相呼应的绿色植物布局的合理性，进一步打造了“自主

参与、勤思乐学，合作分享、彰显个性”的氛围。 

2.2 在一日生活中贯穿生态教育在幼儿的一日生活中 

教师应抓住契机，及时对孩子进行教育，如:绿色出行，教育幼儿入

园离园和父母乘坐公交车、电动车、自行车、步行，减少坐汽车的次数，

自然环保。洗手时，通过参观自来水厂，观察自来水是怎样来的，教育

孩子不要浪费水，给他们介绍水的来源以及有些地区缺水的情况，让幼

儿在生活中处处节约用水。午餐时通过观看土地贫瘠缺水的地方，人们

的温饱都得不到保证，通过观看影像资料教育孩子不挑食、不偏食、不

掉饭粒，珍惜成人劳动成果，从而树立孩子从小爱护自然资源的生态道

德观念，根据园所的生态环境，室内室外打造生态气息，本土生态教育，

教育幼儿学会与同伴分享，做到学会关心，和谐相处，做环境美化的小

主人。 

2.3 开展各项生态教育主题活动 

开展种植区、地球日、世界水日、徒步行等主题活动，如:世界水日

在活动前期，老师们就组织孩子收集有关节水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创设

环保节水的宣传版面，提高孩子对节约用水知识的初步认识。随着活动

的不断深入，持续培养孩子从小养成爱护水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老

师们开展了“节水从我做起”的生态教育主题活动，向孩子们介绍世界

水日的来历，让大家通过生动的图片和视频资料，了解和感受淡水的珍

贵，并带领幼儿实地参观自来水厂，让幼儿知道现在城市的饮用水是经

过自来水厂加工消毒后变成的，教师组织幼儿来到社区通过发放节水标

志，呼吁大家一起来节约用水，懂得节约用水从我做起，愿意向周围的

人宣传节水的重要性。 

3 探索生态课程 
3.1 课程目标生态化 

在“保护天性、尊重个性，让生命自然绽放”的理念指引下，通过

课程的推进，让幼儿透过知识学习、实践活动、环保行动、节日宣传等

形式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重视生态环境的氛围，让每个幼儿在耳

濡目染中树立生态意识。 

3.2 课程内容生态化 

我园结合《指南)探索构建生态教育课程体系，包含环境主题课程、

区域游戏课程、户外游戏课程、实践活动课程等。1.环境主题课程凸显

一个“精”字我们根据“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世界无烟

日”“植树节”等节日设定“地球”“动物”“植物”“水“绿化“垃圾”

“食物”“季节”等主题活动，帮助幼儿获得人类与环境、动植物与环境

的基本知识，增强环保意识，并通过组织健康徒步行、社区环保知识宣

传等活动，实现教师带动孩子，孩子带动家庭，家庭辐射社区的连动作

用。每次主题课程我们都用心准备、精心设计、细心梳理，才有了精彩

纷呈的活动和效果。2.区域游戏课程凸显一个“趣”字兴趣是 好的老

师，孩子的兴趣点在哪，我们的课程就在哪，通过师资培训，老师们将

《指南》的目标要求熟记于心，同时根据尊重个性的理念指引，结合本年

段幼儿的发展水平，区域做到班班有特色，班班有亮点，如小班组的生

活操作区、娃娃家:中班组的建构、益智；大班组的科学、表演可谓丰富

多彩、妙趣横生。多姿多彩的活动让幼儿乐此不疲、流连忘返。同时创

意美工室、奥尔夫音乐教室、陶工坊、木工坊、图书室、科学室和沙画

功能室就像彩虹的七种颜色为幼儿的游戏增添了色彩。3.户外游戏课程

凸显一个“活”字在活动场地全面规划中，既设置了体育动作技能练习

区，也有自主游戏区。如:“阳光沙滩”“野趣运动区”“神工巧匠”“智

勇攀岩”“勇往直前”“探险密道”“欢乐戏水”等， 

幼儿生态教育对学生长远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都是极其重要的。那

么作为幼儿教师一定要主动打破传统陈旧教育理念的束缚，主动的寻求

教育创新，为幼儿创造良好的学习模式环境与成长的氛围，让孩子在良

好的教育环境和方法中茁壮的成长，因此我们担负着巨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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