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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幼儿为主体的环境创设方案

一、指导思想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创设，并有效

地利用环境，促进幼儿的发展。” 2018 年，“支持幼儿发展的环境创设”冲刷了我园

教师传统环创的美观论、教师执政。在将“支持幼儿发展”划定为园所教学、环创关

键词后，通过不断教研、实践最终我园设定以“凸显幼儿主体、鼓励幼儿参与、支持

幼儿发展”作为环创改革主旨思想。幼儿参与环境创设的比例从最初的教九幼一到现

行的幼九教一，以谈心活动——孩子眼中的幼儿园，以幼儿视觉和心理需求合理规划

公共区环境创设；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因地、因园、因班制宜，创设安全、卫生、儿

童化、教育化、美化的班级主题环境。进而实现环境创设作为“隐性课程”的教育价

值最大化，支持幼儿的学习、促进幼儿的发展、展示幼儿的成长、体现幼儿的进步。

从幼儿的兴趣、需要出发，围绕主题内容和主题下的各类活动需求，充分体现幼儿的

主动性和参与性，充分体现主题活动开展的轨迹，逐步记录和呈现幼儿的生活、学习

过程和结果。

二、环境创设思路

依据大背景下的“支持幼儿发展”，结合园所“以幼儿为主体”两者思想，深度

分析本班级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将班级环创统一划定，合理规划。

（一）环境创设理论思路

1.丰富的教育环境为幼儿拓展跟多可能空间；

2.自主的教育环境为幼儿提供充足的个性发展空间；

3.动态的教育环境为幼儿能力的提高提供素材；

4.适宜的教育环境为幼儿营造宽松、自由的心理环境；

5.开放的教育环境为幼儿建构多元空间，创设一个互动、自主的物质环境；

6.经济的教育环境为幼儿满足丰富的成长体验、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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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创设实地思路

1.本班级幼儿人数 19 人，故设定活动区角 6 个，区角数量能满足班级每位幼儿自主活

动的需要；

2.本班级幼儿为大班幼儿，自主性和创造性较强，通过兴趣分层、教育需求、幼儿讨

论会等多形式，设定班级内墙面 4 版（主题墙、家园墙、作品墙、评比墙）、外墙面 1

版（国学文化之成语故事）、区角 6 个。

3.区角设定 5 个，分别为语言区、美工区、生活区、益智区、科学区、表演区。由于

教室场地有限，其中语言区、美工区、益智区为固定区；表演区、主题区为移动区；

生活区由社会性和认知丰富较高的买卖超市和渗入到班级各角落的自理能力学习区两

部分构成。

4.区角材料投放强调七大原则，即安全性、适宜性、自主性、丰富性、动态性、开放

性及经济性，材料投放有成品、半成品和本土自然资源、废旧材料等低结构材料。

三、环境创设过程

（一）整体规划，各版块内容定位。

1.外墙面三区

（1）中国传统国学文化——成语故事板块

（2）我和我喜欢的人——主题绘画展示板块

（3）孩子眼中的世界——主题摄影展览

2.内墙面 3区

（1）家园互动区——月计划、周计划、育儿知识、温馨提示

（2）成长记录区——幼儿日常评比栏、一起走过的时光照片墙、我心中的小学

（3）主题教学区——问题树、解决区、看世界、知生活

3.固定区角 4区

（1）语言区——听赏、阅读、讲讲说说、图书制作、图书救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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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益智区——感知区、拼摆区、棋类区、创造区

（3）科学区——观察探索区、实验操作区、认知学习区

（4）美工区——手工区、绘画区、欣赏区

4.动态区角 2区

（1）认知区——生活认知区（教学主题下的重点生活体验）、自理能力学习区

（2）表演区——角色装扮区、艺术表演区

（二）集体讨论，积累并展示幼儿成长经验。

1.教师教研，从本月教学主题《买卖小高手》出发，先考虑环境的价值，再考虑美

观。把环境创设的过程作为教育过程，让孩子参与，积极调动已有生活经验，让游戏

成果回归生活。

2.幼儿讨论，迁移已有经验，引发讨论成立买卖问题树。通过小组讨论形式，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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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组先自己提成问题，成员互相解决问题，再选定一个问题告诉教师，最终问题将

呈现在主题墙面。

3.师幼互动，将幼儿记录、讨论的过程以多种方式呈现出来，装裱幼儿记录卡进行

修饰。

（三）维护更新，让幼儿成为环创进程的主人。

通过建立问题树，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实现主题目标教育价值，随幼儿主体的经

验的拓展而调整，注重过程性、变化性及生成性，体现环创的动态性原则。

附页：果一班教室环境创设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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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创设价值体现

（一）主板块教育价值体现

1.主题墙（问题树、解决区、看世界、知生活）

班级墙面以《买卖小高手》为中心，幼儿建立问题树，依据教学进程解决问题，

已通过多形式教学活动解决的问题，将进入区角，幼儿可在区角实现教育迁移。而未

解决的问题则进入解决墙面，由教师待定幼儿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探索。如孩子在问题

树中提到“我去过很多国家，钱都不一样。”故在解决区教师首先安排亲子任务收集

各类钱币，进行展示后再与幼儿找资料验证汇率对应的面额，将对应货币的以人民币

汇率大小进行排序，通过这样的方式与幼儿一同看世界。而买卖本就特别贴合幼儿生

活，我们已幼儿本有经验回忆超市一般的物品类别分类进行第一次统计，再和孩子一

起去到真实的超市完善所知类别，从而让幼儿通过主题活动而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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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进程版则针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解决，通过活动解决的问题和答案

则迁移到进程版，实现孩子目标解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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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墙面

外墙面以“孩子眼中的世界”为主题，我和我喜欢的人、我眼中的世界都为孩子在

情绪的体验与表达、生活的感知与享受上提供的空间。我和我喜欢的人主题绘画中包

含：我眼中的自己、我眼中的好朋友和我眼中的大人。通过孩子绘画时对人物的描述

与最终的绘画呈现，教师亦可分析出所画之人于孩子心中呈现的形象。

主题摄影展“孩子眼中

的世界”以风景、人物、物

品三者为对象，孩子在打开

摄像机后发现了一个很不

一样的世界，空间、布局、

稳都大有文章。而孩子看世

界的角度与成人都截然不

同，通过摄影展想让孩子学

会发现生活、享受生活，亦

可明白整体大于局部，局部

美于整体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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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角创设的价值体现

因为班级教师场地有限，为让每一块墙壁、每一个角落都与幼儿产生交流作用。

在环境和准备投放材料时，想有效地利用环境促进幼儿的发展，引导幼儿与环境相互

作用，将收集材料和创设环境的过程作为幼儿的学习过程。

语言区：本月阅读区根据主题课程及特色教育进程投放早期阅读《风姐姐》、《中庸》、

性别保护系列、各产品使用说明等书籍；听赏区投放声律启蒙、喜马拉雅故事电台；

幼儿自发自制绘本风姐姐和我去逛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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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区：投放分类盘，调动幼儿充分运动感官进行观察比较，感受物体形状，识别物

体颜色。自制超市拼图，以超市里面有什么为主题，幼儿分小组制作拼图；在进行主

题墙的各国货币中对应投放各国国旗扑克棋牌、及买卖中涉及找零投放计算器。通过

步骤图有指导性的制作和幼儿自主设计玩教具，创造区都为孩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科学区：区域材料投放由三部分组成，观察探索类材料（含电磁红绿灯、磁悬浮笔、

电磁铁、连通器等）；实验操作类材料（含豆子的成长、镜子的折射、气味瓶、天平、

声音的传播等）；认知学习类材料（与主题课程贴合材料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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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工区：根据幼儿操作和动手习惯进行材料投放，材料以自然及废气再回收材料为主；

天气进入盛夏，地上枯木繁多，故手工区本月以树枝为主材料；绘画区本月幼儿以纸

板系列画为主，则材料主要选择以纸板、蜡笔及勾线笔；欣赏区结合外版墙面设定，

故将作品展示放于外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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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区：本月生活认知区以模拟小超市为核心，幼儿收集物品后进行陈列与分类，教

师协助打上类别标签，幼儿再通过真实的购物体验为商品标价。在区域活动时进行售

卖；

自理能力学习区配合本月园所自理能力比赛，大班组项目为整理寝室，故设定叠衣台、

床被五部曲；另延伸至上月性别教育，幼儿实现严格男女分厕，通过班会讨论幼儿制

作男女牌进行如厕分流。

尿液健康色 节约用纸

叠被五部曲 男女分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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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区：含角色装扮及艺术表演两大板块。结合本月主题孩子可扮演形象含风姐姐、

大地妈妈、太阳等自然景致及配合买卖高手而延伸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为幼儿打造 K

歌环节培养幼儿表演能力，表演设定有候场区、表演区、观众席及点歌台，幼儿在 K

歌环节可自行连接蓝牙音箱播放伴奏音乐进行演唱。

（三）其它班级环创图片展示

班级公约——通过班会商议，教师制作，幼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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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墙——毕业在即，孩子们主动提出想有一块照片墙，并自主选择了张贴照片。

课间十分钟——参观完小学，孩子们对课间十分钟满怀期待，制作了课表和安排了课

间十分钟的游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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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喝了几杯水——由于班级部分孩子不爱喝水，每天八杯水可在评比栏加分。

时间的记录——小小值日生每日入园后可自行操作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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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物品收纳箱 幼儿作品收纳箱

我的一日生活 收纳柜自制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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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幼儿为主体的环境创设反思

在理念改革与行为改革的过程中，难免还是存在教师主观意识控制幼儿思想行为

的现象，虽然极力调整，然而改变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就我班 5 月以“买卖小

高手”为主题的环境创设中反思如下：

一、改变有意义。在实现将环创参与的 9 点比例交还给孩子之后，幼儿的参与度变强

了很多，甚至能够给到老师很多建议，对于班级的主人翁意识变强了很多，故“凸显

幼儿主体、鼓励幼儿参与、支持幼儿发展”的环创主旨必然是正确的、可行的并富有

教育意义的教育行为。

二、材料投放低结构。在高成本低质量的环创过程中，材料的投放必然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体现材料的安全性、目的性、适宜性、层次性、丰富性，有成品、半成品和本土

自然资源、废旧材料。充分结合本班幼儿所需，在这点上依旧有大文章。

三、由于教师场地有限，环境创设的布局有很多的局限性，在幼儿创意、教育行为不

断深入的推动中，饱有教育意义和美观大方两者也需相辅相成。

四、改进有方向。现在的环创还是有很多的进步空间，但是通过教研、师幼互动等多

种办法，就材料的多样性、适宜性、层次性方面可以不断深入研讨和反思调整，不断

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