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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幼儿教育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

村。农村乡土资源丰富,幼儿园应充分利用这得天独厚的优势,将大自然中的花、鸟、鱼、虫,以及民间

游戏、传统技艺等这些乡土资源融入到幼儿教育之中。区域活动是幼儿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培养幼

儿探索精神、想象力、创造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鼓励教师充分挖掘乡土资源,加以变通,使其成为区

域活动材料,实现“廉价”但高质量的区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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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ist education. The focus of develop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in rural areas, and the difficulty is also in rural areas. Rural areas are rich in local resources. 

Kindergarten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is unique advantage to integrate these local resources int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uch as flowers, birds, fish and insects in nature, as well as folk games and traditional skills. Regional activities 

are an important wa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children's exploration spirit,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We encourage teachers to fully tap local resources and make modifications to make them 

become regional activity materials and realize "cheap" but high-quality region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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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活动是课程组织的一种常用形

态,具有自主性、趣味性、多样性的特点,

它能满足幼儿多方面发展的需求,是集体

教育活动的有效补充形式。[1]乡土资源是

一种天然的教育资源,教师要物尽其用积

极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区域活动,让幼儿

能够在与教师、资源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彼

此互动之下,取得更多层面的进步[2]。 

1 区域活动与乡土资源的内涵

及分类 

在区域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主要围

绕着幼儿的实际需求以及兴趣为主,同

时兼顾幼儿园的教学目标开展相关的教

学活动,可以运用空间划分成不同的学

习区域,并且投放相对应的活动材料帮

助幼儿全面发展。通过引导幼儿与伙伴

以及材料展开互动,最终推动幼儿身心

健康发展,同时也使得幼儿园开展的学

习活动更加多样化。[3] 

乡土资源主要指的是所在地区的地

域特色以及自然景观等等,狭义上主要

涵盖了人类历史以及自然地理等资源,

广义上也包含着幼儿园周围的环境、教

师个人资质以及家庭环境等。 

2 区域活动及乡土资源利用现

状分析 

2.1流于形式,区域活动虚设化。农

村幼儿园普遍存在“区域活动”是摆设

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

是教师对区域活动认识不到位,以集中授

课为主,忽略了区域活动所蕴藏的教育价

值。二是区域活动材料单一,更新不及时,

幼儿感觉枯燥失去兴趣。三是开展区域活

动流于形式,应付检查,相比集中授课开

展区域活动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教师工作量增大,所以很少开展,只有检

查时,才匆忙组织,区域活动就成了摆设。 

2.2教师素质低,开发乡土资源表

面化。许多教师对乡土资源的认识存在

误区,对乡土资源的认知停留在自然环

境层面上,其实乡土资源还涉及到民俗

风情、民间艺术、民间游戏、传统技艺

等方面,对乡土资源认识不全面导致大

量乡土资源浪费；农村幼儿教师整体素

质较低,未经过系统的岗前学习和培训,

不能客观分析农村幼儿园教育资源,缺

乏对乡土资源的开发意识和开发能力,

等、靠、要等消极思想仍在弥漫。 

3 依托乡土资源优势完善区域

活动的策略 

3.1完善培训机制,制定鼓励方案。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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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应加大对幼儿教师的培训力度,一

是“请进来”聘请外地专家进行知识及

经验的传授,开展相应的讲座,提供有效

的指导,提升农村幼儿教师乡土资源开发

运用能力。二是“走出去”组织教师去外

地参观学习,借鉴相关优秀经验,学习别

人是如何挖掘、开发、利用乡土资源进行

高效的区域活动。幼儿园还应设置相应的

鼓励机制,通过比赛、评优等形式加大教

师创设的积极性,对表现突出的教师进

行物质、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让教师有更

大动力投入乡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 

3.2加强理论学习,助力教师专业化

成长。农村幼儿教师首先应加强理论学

习,更新教育观念,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客

观分析农村幼儿园可挖掘的乡土资源,

并对乡土资源进行科学分类,投放到相

应区域活动。例：在种植区种一些应季

的瓜果蔬菜,每日观察做记录了解农作

物的生长过程；在科学活动区,可以投放

带领幼儿在田间野外采集的动植物标本,

在亲身体验中进行思考获取经验；饲养

区养一些鸡、鸭、鹅、小兔子、小羊等

常见的小动物,让幼儿观察它们的特点

和生活习性,观察结果可与同伴交流分

享。美工区,投放树叶、豆子、花生壳、

瓜子壳等常见材料进行手工制作,还可

以进行粮食画、泥塑、剪窗花、蓝印花

布印染等传统技艺制作；沙水区,泥土沙

子这些简单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就是孩子

们最喜欢的乐园；户外活动区,搜集传统

民间游戏如丢手绢、攻城门、跳山羊、

竹竿操、跳皮筋、抓石子等。鼓励教师

成为教育改革的主人,杜绝等、靠、要等

消极思想,带领家长和幼儿勇于探索,走

出农村幼儿教育新道路。 

3.3激发幼儿兴趣,丰富区域活动

内容。在区域活动中要善于把幼儿感兴

趣的事物引进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

兴趣驱动下幼儿在区域活动中才会变得

积极主动。幼儿感兴趣的是他们熟悉的、

可感知的、具体的、形象的内容,可以把

常见的沙子、泥土、蚂蚁、蝴蝶、蚯蚓、

知了、蛐蛐、蜗牛、蜻蜓、蜜蜂、野花

野草、农产品等引进到区域活动中,它们

能吸引幼儿视角,成为幼儿探索的良好

素材,让幼儿能够乐于进行区域活动,在

亲身实践中思考,获取感性经验。 

3.4发挥家长优势,形成教育合力。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幼

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

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共同为

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一是在区

域活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挖掘开发和

利用家长资源,让家长认识到区域活动

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性,能满足幼儿活动

和游戏的需要,更好地促进幼儿自然、自

由、快乐、健康地成长。二是通过家长提

供物质材料的支持,带动家长共同参与材

料的收集和制作。例如,在益智区家长可

以利用废旧物品做迷宫、颜色比对卡、钟

表、数字毛毛虫等玩具；户外活动区家长

可以用豆子、玉米作为填充物制作沙包,

有些会电焊的家长能制作小推车,小坦克,

修理汽车的家长可以提供废旧轮胎；美工

区,邀请手巧的家长来园剪纸,刺绣,做泥

塑。与家长的密切合作,一定程度上使老

师从繁琐的玩教具制作中得到解脱；也使

得区域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在

无形中也激发了家长参与教育的兴趣,

与幼儿园形成合力把家园共育推到新高

度,共同促进孩子全面健康发展。 

在开展幼儿园区域活动的过程中,

渗透乡土资源能够为区域活动的开展注

入新的活力,同时通过区域活动的开展

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幼儿的综合能

力以及核心素养,对于培养幼儿形成探

索精神,发展这一年龄阶段孩子的想象

力以及创造力有着特殊的意义,农村的

乡土资源是得天独厚的,而根据乡土资源

展开区域活动也能够使得幼儿园教育更

加原始、更加自然。作为教师也应当充分

挖掘本土地区的资源,并且将其转变为区

域活动的材料,最终使得区域活动朝着低

成本以及高质量的方向发展。这也与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要求相吻合。 

[参考文献] 

[1]虞永平.学前教育学[M].苏州:苏

州大学出版社,2001. 

[2]汤健.乡土资源在幼儿园区域活动

中的运用[J].课程教育研究.2021,(14):16. 

[3]虞永平,原晋霞.幼儿园教育活

动设计与组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4. 

表1 乡土资源分类表

乡土资源分类 举例

动物类

昆虫类：蝴蝶、蜻蜓、蚂蚁、蜜蜂、瓢虫、蟋蟀等

环节动物：蚯蚓

家禽、畜类：鸡、鸭、鹅、狗、猫、牛、羊等

鸟类：麻雀、鹦鹉、喜鹊、斑鸠、燕子等

植物类

水果：西瓜、苹果、香蕉、梨、橘子等

农作物：玉米、大豆、小麦等

蔬菜：萝卜、茄子、生菜等

树木：松树、槐树、柳树等

花类：牵牛花、菊花、鸡冠花、凤仙花、月季花等

文化类 庄子传说、黄河文化等

游戏类 跳山羊、丢手绢、跳皮筋、抓石子、攻城门等

手工类 纳花鞋底、泥哨子、剪窗花等

技能类 粮食画制作、蓝印花布印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