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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园主题墙环境创设是指教师和幼儿创设的与活动主题相关的所有的墙面环境，是幼

儿园环境的一部分，有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幼儿园主题墙环境不仅是为吸引幼儿和家长关注

而进行创设，它可以激发幼儿兴趣，促进幼儿的学习，有利于幼儿健康的发展。本研究通过观

察法、访谈法等教育研究方法，实地了解邢台市某幼儿园主题墙环境创设现状，发现幼儿园主

题墙环境创设存在许多问题，如幼儿园主题墙面更新不及时；主题墙重视美观，教育功能难以

体现；忽视幼儿主体性，主题墙等同于教师的创意墙。并据此提出如下建议：及时更新主题墙

环创内容；坚持全面性，提高教师主题墙环境育人意识；主题墙创设以教师引导为主，以幼儿

为主体。从而充分发挥幼儿园主题墙环境创设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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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reation of Theme Wall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ten —— Taking a Kindergarten

in Xingtai C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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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kindergarten theme wall environment refers to all wall environment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activities created by teachers and children, which is a part of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
and has educational and aesthetic functions. Kindergarten theme wall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created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children and parents, it can stimulate children’s interest, promote children’s
learning,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Through the methods of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other educational research, this study found ou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reation of a
kindergarten theme wall environment in Xingtai City, and found that there we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kindergarten theme wall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untimely renewal of the kindergarten
theme wall; The theme wall attaches importance to beauty, and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is difficult to
reflect; Ignoring children’s subjectivity, the theme wall is equivalent to the teacher’s creative wall.
Based on thi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1) Update the content of theme wall
environment creation in time; Adhere to comprehensiveness and improve teachers’ awareness of
educating people in the theme wall environment; The creation of theme wall is mainly guided by
teachers, with children as the main body.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creation of
kindergarten theme wall environment.
[Keywords] Theme wall; Environment; Theme wall creation

引言

瑞吉欧十分注重环境的价值，其支持幼儿自我探究学习，

认为环境服务于幼儿园所开展的活动课程。主题墙是幼儿教

师进行环境创设的主要形式之一，可以推动幼儿园主题课程

的顺利开展。

幼儿园主题墙环境包括班级、走廊，大厅等方面，对幼

儿和教师都具有深刻意义，能激发教师和幼儿创设的主动性，

丰富幼儿知识，培养幼儿和教师的创造力。幼儿园主题墙环

境创设作为隐性教育的一种形式，具有教育性、主体性、艺

术性等特点，深得幼儿及家长的青睐，对幼儿的学习具有重

要的教育意义。

一、概念界定

主题墙环境创设

张云彩认为主题墙创设是指教师和幼儿围绕中心议题

或与主题相关的内容，对班级室内墙面进行适宜的安排和有

效的规划，最后形成作品的过程[1]。

孙丽丽对主题墙环境创设理解为：以幼儿、教师或家长

为主题，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与准备后共同参与创设的，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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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又能彰显教育功能的墙面环境[2]。

孙运改认为幼儿园主题墙环境创设是指教师和幼儿创

设的与主题相关的所有的墙面环境，有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

是幼儿园环境的一部分[3]。本研究采用的是张云彩对幼儿园

主题墙环境创设的界定，主要研究幼儿园班级室内主题墙环

境创设。

二、相关研究述评

通过对查阅的相关文献梳理，前人有关主题墙环境创设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墙环境创设内容，主题墙环境创设意

义，不同学科视野下主题墙创设这三方面。

（一）主题墙环境创设的内容

常畅认为语言和艺术方面所占比例非常大，强调幼儿的

主体地位，在满足幼儿经验基础上，幼儿作为主体参与其中，

体现主题墙的价值，幼儿园主题墙环境创设的内容要符合幼

儿年龄和全面发展的需要[4]。

（二）主题墙环创的意义

管倚指出主题墙环创可以促进幼儿认知、行为、健康和

社会的发展，对培养幼儿的审美力和创造力具有独特的作用，

也是丰富幼儿园教育环境，提高幼儿审美教育质量的重要途

径[5]。刘占兰认为墙面装饰可以作为主题活动学习过程和结

果的记录，幼儿园主题墙环境创设有利于幼儿审美能力、观

察能力、创造能力的发展[6]。

（三）不同学科背景下主题墙创设

相关研究者从生态视野、发展心理学、教育学、民间美

术等不同学科视野下研究主题墙环境的创设，杨阳认为主题

墙环境创设要与生态因子协调共生，培养幼儿的认知能力、

审美能力[7]。

综上所述，从已有文献可以看出多数研究者从主题墙环

境创设的内容、意义、不同学科视野等方面研究幼儿园环境

创设，而基于某一地区幼儿园主题墙的功能、主题墙存在的

问题以及策略等方面相对薄弱。基于此，研究者将以邢台某

幼儿园主题墙为研究对象，对幼儿园小、中、大班主题墙进

行现状调查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幼儿园班级主题墙环境创设的内容分析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幼儿园的教育内容

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划分为健康、语言、科学、艺术等五

个领域，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但又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

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的发展[8]。本研究所观察

的幼儿园主要是依据《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五大领

域内容进行幼儿园主题墙环境创设活动。

新学期开始，幼儿园各班都在进行着幼儿园主题墙环境

创设活动，展示各班的风采。以下是各个班级主题墙环境创

设的观察记录。

主题活动 1：小一班社会领域主题活动“安全伴我行”

“安全伴我行”属于社会领域主题活动，主题墙共分为四

个主要板块，层次分明，布局整齐，首先，教师出示图片让

幼儿认识安全标志，和幼儿共同动手制作一些常用的交通标

志，并把教师和幼儿一起设计的交通标志粘贴在主题墙上，

将此设为“安全标志板块”。其次，请多名幼儿讲述“应该

如何过马路”，在幼儿发表自己的观点后，教师将正确和错

误的过马路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都贴在主题墙上。

在创设的过程中，教师主动关心幼儿，幼儿和幼儿之间

交流沟通，体现了“社会”中幼儿乐于与人交往，合作互助

这一教育目标。

主题活动 2：小二班艺术领域“开学啦”

主题墙上有入园的注意事项，准备上学等板块，还有欢

迎小朋友们入园的英文卡纸，主题墙上有幼儿喜欢的动漫形

象米奇，还有气球、花、草等作装饰，布置的及其美观漂亮，

充满艺术性，体现了《指南》中激发幼儿感受美、创造美的

情趣这一教育目的。但研究发现，主题墙以“开学啦”为活

动主题，但此时已经开园两个月了。《指南》中规定幼儿园

主题墙至少应三周更新一次，且应该根据幼儿发展和教学内

容定期更新，呈现动态化的主题墙面环境，主题墙更新不及

时，便使幼儿觉得没有新意而失去兴趣。

四、幼儿园班级主题墙与园所文化节日主题创设

的一致性分析

幼儿园班级主题墙应结合教学的进度，围绕园所文化节

日主题进行主题墙环境创设，随主题活动的展开而不断发生

变化，也可与季节、课程活动相结合。总之，幼儿园班级主

题墙与园所文化节日主题创设一致。

主题活动 3：小三班新年主题“中国年”

小二班的班级主题墙以红棕色调为主，标题“中国年”

三个字掷地有声，整个边框仿照中国的剪纸工艺，新年习俗

板块由几张中国传统节日的画报组成，新年的美食板块教师

和幼儿共同用超轻粘土手工制作了新年美食，再用剪纸、折

纸红扇加以点缀，便构成了整齐有序的“中国年”主题墙，

与幼儿园的园所主题“新年”息息相关，体现了幼儿园班级

主题墙与园所文化主题创设的一致性。

五、幼儿园主题墙环境创设存在的问题

幼儿园主题墙并不只是一面墙，主题墙要依据幼儿年龄

特点以及身心发展的规律进行创设，但在邢台市该幼儿园环

境创设中仍存在许多有待改善方面，需要园长和教师不断进

行探索创新。

（一）主题墙面更新不及时

《指南》中规定幼儿园主题墙面应该至少三个星期更新

一次。在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不少班级墙面的布置已经两个

月没有更新了，甚至出现严重的破损情况，尤其是墙面上大

的主题画，有些墙面的布置出现与当前活动主题严重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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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尤其小二班“开学啦”，幼儿园已经开园两个多月了，

主题墙仍然是“开学啦”。主题墙更新不及时，是该园很多

班级普遍存在的问题，致使主题墙没有新意，不能长期吸引

幼儿兴趣。

（二）主题墙重美观，教育功能难以体现

在调查的班级中，每个班级主题墙面布置的都十分吸引

人，色彩明亮，内容丰富，但是这些主题墙过于注重美观，

忽视主题墙环创对幼儿发展的教育性，主题墙创设符合各个

年龄阶段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也符合各个年龄阶段幼儿对

色彩的要求，但是幼儿学到的知识经验却很少，教育功能不

足。

（三）幼儿参与较少，主题墙忽视幼儿主体性，等同于

教师的创意墙

幼儿园主题墙环境的创设应以幼儿为主体，教师只是起

到辅助和引导的作用，但在邢台市该幼儿园主题墙环境创设

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教师觉得幼儿完成的慢，完成的效

果不佳，于是便包揽下来全部由班级的几位教师完成，幼儿

参与度及其低，主题墙环境的创设忽视了幼儿的主体性，幼

儿园主题墙等同于教师的创意墙。

六、教育建议

（一）及时更新主题墙环创内容

《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定期更换主题墙面环境内容。主

题墙是幼儿园对外宣传的窗口，将幼儿园的办园特点及各班

级的亮点展示出来，可增强家长和准备入园幼儿的了解。主

题墙面环创应符合各阶段幼儿的年龄特点与身心发展水平，

内容应丰富多彩，可与幼儿课程活动相结合，使主题墙环境

成为一面“会动”的环境。因此，幼儿园要及时更新主题墙

环创内容，符合幼儿园的教育目标，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帮助幼儿增长知识经验。

（二）坚持全面性，提高教师主题墙环境育人意识

现代幼儿教育越来越提倡“环境育人”，主题墙是幼儿

园环境的主要形式之一，彰显了幼儿园的办园理念，促进幼

儿发展，要提高主题墙面环境的质量，不能仅考虑其审美性，

要坚持全面性，改善教师育儿观念，提高教师主题墙环境育

人意识。教师必须认识到：主题墙的创设要切实符合幼儿园

的教育目标，满足《纲要》五大领域内容的要求。因此，在

创设主题墙的过程中不能只注重美观，培养幼儿的审美意识，

也要培养幼儿的语言能力、认知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增强

幼儿知识经验，从教学活动目标的需要出发，坚持全面性，

提高教师主题墙环境育人意识，充分发挥幼儿园主题墙环创

的教育价值。

（三）主题墙创设以引导为主，以幼儿为主体

主题墙的创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创设的过程中要以

教师引导为主，耐心引导幼儿充分发散思维来思考主题墙应

如何创设，但教师引导幼儿并非教师全面指挥，而要以幼儿

为主体，尊重幼儿的想法和意愿，考虑该年龄阶段幼儿的兴

趣需要进行幼儿园主题墙设计。另外主题墙的内容也要符合

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以及年龄特点，要与幼儿当前所开设的

活动课程相结合，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比如教师带领幼儿

进行主题墙环境创设前，可提前做好准备搜集与主题相关的

语言文字或者图片资料，以课程活动的方式引导幼儿了解活

动主题，让幼儿充分发散思维，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教师结合幼儿的想法再作出相关补充，提升主题墙环创的质

量，培养幼儿的综合能力素质。

总之，幼儿园主题墙环创要遵循“幼儿为本”的科学育

儿理念，以幼儿为主体，尊重幼儿想法与观念，教师作为育

儿过程中的引导者、参与者、合作者，细心观察育儿，在适

当时机给予幼儿必要的帮助与支持。

七、结束语

本研究主要通过观察法对研究者所在幼儿园主题墙展

开调查研究，剖析当前主题墙环创存在问题，并据此提出合

理化建议。但本研究单研究主题墙环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为了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未来研究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

将主题墙与其他学科相融合，例如探索如何将现代技术（如

AR、VR、智能玩具等）融入主题墙环创中，以提升幼儿的

参与度和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充分发挥幼儿园主题墙环创的

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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