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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教育强调幼儿接触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强调幼儿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自然教育在空间利用方面关注自然性、互动性、幼儿的主体性，重视公共空间的利用。农
村幼儿园在空间创设方面存在凸显城市化、幼儿主体性体现不足、周边空间利用不足和自然空
间的教育资源开发不足等问题，可以考虑借鉴自然教育在空间利用方面的经验，从物质空间建
设、教育空间建设、延展空间建设等方面来进行改善，以有效地利用农村幼儿园的优势资源，
提升空间利用质量。

【关键词】空间利用；自然教育；农村幼儿园
【中图分类号】Ｇ６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 － ３４７６ （２０２０）０８ － Ｙ０５９ － ０５

自然教育在我国自２０１０年左右进入了快速
发展时期，但对于自然教育的界定并未形成统
一的认识，自然教育主要针对“自然缺失症”
这一概念提出，面向的群体范围较广，常常与
野外活动、环境教育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本文
中所提到的自然教育主要是指在教育中贴近自
然环境，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中的教育因素来开
展教育活动，这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
理论、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都有一定
的相似之处，即生活即教育、大自然大社会都
是活教材，大自然、大社会赋予了我们无穷的
宝藏，幼儿教师要做的就是带着一颗童心和一
双智慧的眼睛，与孩子们一起在这个充满宝藏
的、神奇的环境中愉悦地、尽情地“挖宝”〔１〕。

在幼儿教育中也有很多自然教育的实践者，
如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德国出现的林间幼儿园，
幼儿园没有房屋、围墙，教师在树林里对幼儿

进行没有教室的幼儿教育〔２〕。他们一般借用公
园绿地、树林等资源，在自然环境中对幼儿进
行教育。幼儿在教师的指导下与不同年龄的幼
儿、周围自然环境互动，在接触自然、适应自
然的过程中得到全面发展。

近年来受到北欧自然教育思想的影响，我
国不少幼儿园纷纷开展自然教育的实践，强调
让幼儿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学习。从总体发展情
况来看，自然教育在城市幼儿园中逐渐引起了
重视，但农村幼儿园接触自然教育理念并进行
实践的相对较少。城市幼儿园一般空间有限、
班额较大，在实践自然教育时多是将自然教育
与原有课程的融合，增加原有课程中自然教育
的成分或利用幼儿园外的自然资源定期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个别空间较大的幼儿园会在园内
开辟部分自然空间，给幼儿提供更多接触自然
的机会。本文主要从自然教育的空间利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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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析农村幼儿园空间利用存在的问题及如何
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自然教育空间资源。

一、自然教育中空间利用的特色

自然教育强调幼儿接触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强调幼儿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某
种意义上说，空间既是具体的自然空间，又是
抽象的精神空间；同时也是社会空间，是社会
性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载体〔３〕。自然教育的
理念和实践，在幼儿园的空间利用方面也有其
特色。

（一）强调空间的自然性，教育活动在自然
环境中进行

自然教育在幼儿园环境创设方面强调贴近
自然，幼儿园户外环境创设、教室环境布置都
体现了自然的元素，给幼儿提供更多接触自然、
感受自然的机会。如，在幼儿园的户外环境中
尽可能多地保留绿地、土丘等，尽可能少地使
用塑胶等材料，让幼儿有机会在自然中玩耍，
感受土地、树木、花草；在室内环境方面，提
供更多树叶、果实等自然材料，环境布置中选
择环保型的材料等；给幼儿提供种植区，让幼
儿参与植物的种植、养护、采摘，感受生命的
成长，分享成熟的喜悦。

（二）强调空间的互动性，重视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空间的互动性也是自然教育关注的一个重
要方面。随着自然教育的发展，如何在自然环
境中提供给幼儿更多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相处、
与他人相处的空间和机会，也成为自然教育空
间利用的关注点。好的空间应该给幼儿提供与
环境、材料、环境中的个体进行互动的机会，
而不是单纯的美化和欣赏。空间的互动性要求
在空间创设方面应该更多地了解幼儿的需求，
给幼儿提供更多与环境、材料互动的机会和可
能，如，在空间中提供更多自然的低结构材料，
在户外环境中给幼儿提供更多的探索空间等。

（三）强调幼儿主体性的发挥，增加自然探
索机会

自然教育重视幼儿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给
幼儿创造机会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探索、体验。
幼儿的主体性通过自主探索得到充分表现，教
师给幼儿提供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而不是各
方面的限制。如，德国某森林幼儿园的上午活
动中，有一名幼儿希望尽快去下一处营地，教
师的处理办法是鼓励这名幼儿去问问其他幼儿
的意见，共同来做决定。幼儿通过沟通、讨论，
说明更换或者留在这个营地的理由，这个过程
都以幼儿的意见为主，充分体现幼儿在探索活
动中的自主性。

（四）强调公共空间在幼儿教育中的运用
幼儿园周边的公共空间是自然教育拓展幼

儿园空间、弥补幼儿园空间缺陷的一个重要来
源。北欧地区很多倡导自然教育的幼儿教育机
构会直接利用公共自然空间来开展教育活动，
如，前面所提到的德国林间幼儿园，没有固定
的幼儿园园所，只是提供一个帐篷或者简易房，
除了极端天气之外，幼儿都是在户外开展活动；
也有每周固定时间利用公园等场所进行自然教
育的机构，如每周至少有半天带幼儿到野地游
玩，主要让幼儿增长户外知识，增强相互交流，
同时也培养幼儿融入大自然的“野性”〔４〕。日
本自然教育自２０世纪末发展至今已有三十年左
右，主要的实践模式是以“自然学校＋社会＋
社区”为中心，还有一些环保教育中心的参与，
比如，日本自然保护协会、日本野鸟会等。活
动形式也比较统一，以营队活动、生态旅行，
参观城市公园、农牧场、环境教育设施为主〔５〕。

二、农村幼儿园空间利用的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幼儿园
的发展逐渐进入到了在园幼儿少、占地规模大、
周边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阶段。以山东地区为
例，农村教育资源进行区域整合后，村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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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锐减，空置的小学校舍中部分改造为幼
儿园园舍。如果能够摆脱一味模仿城市幼儿园
的办园方式，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充分利用
自身的空间优势，农村幼儿园可以走出自己的
发展道路，树立自己的办园特色。

笔者对山东淄博市的４５所农村幼儿园进行
了实地走访，农村幼儿园与自然环境往往是一
墙之隔，园内的空间也相对较大，这些都为农
村幼儿园实施自然教育提供了可能，但在空间
利用方面存在以下不足：

（一）幼儿园空间创设凸显城市化，硬件设
施、材料投放重视美观、高档

在走访中发现，很多幼儿园的户外活动场
地都是塑胶场地、个别还未铺设塑胶场地的幼
儿园也会强调正在筹备资金准备铺设塑胶场地；
有一所幼儿园的户外空间很大，专门开辟了一
片草坪作为景观区，却不允许幼儿在这片草地
上进行活动；幼儿园室内的材料以购买的积木、
插塑类玩具居多，乡土材料较少。这些都体现
了农村幼儿园在空间的利用方面并没有凸显自
身的优势，而是以模仿城市幼儿园为主，在空
间创设方面的观念相对滞后。

（二）幼儿园空间环境的幼儿主体性体现
不足

幼儿园空间设置中幼儿参与成分较少，没
有提供给幼儿较多的探索空间，基本上只体现
了幼儿教师的想法和理念。教师的教育理念又
相对落后，在教育活动中幼儿的主体性发挥不
足。如，在户外活动场地设置中，以教师的单
独创设为主，且规定活动的方式和内容，幼儿
消极活动的现象也比较常见。

（三）幼儿园周边空间利用总体不足
农村幼儿园位于乡土环境中，贴近自然，

有无限的探索空间。在走访中发现，大部分幼
儿园在参与社区活动方面相对薄弱，幼儿园管
理者和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如何在园内空
间开展教育活动，对于周边的公共空间利用较
少。我们也看到了一部分农村幼儿园的办园理

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某幼儿园结合地域特
色，开发了乡土特色的课程，将乡土资源引入
幼儿园，并组织幼儿参与到当地特色的生产生
活中去。但总体来看，幼儿园自然教育理念体
现仍然较少。

（四）幼儿园自然空间的教育资源开发不足
贴近自然是很多农村幼儿园的优势所在，

自然中蕴涵了很多的教育资源，但幼儿园的管
理者和教师对于自然环境中的教育资源开发意
识不足。很多时候将自然环境等同于户外活动
场地，等同于运动空间，仅仅认为是供幼儿游
戏玩耍的地方，而忽视了自然环境中所蕴含的
动植物、土壤等科学知识，忽视了自然环境提
供给幼儿了解自然、亲近自然的可贵机会。

三、农村幼儿园空间开发的建议

（一）物质空间建设
大部分农村幼儿园户外场地比较大，对户

外场地进行合理规划，保留自然、贴近自然、
走进自然显得尤为重要。自然环境能给幼儿提
供更自由、更充分的探索空间，在教育环境的
创设中也应该尽可能地提供给幼儿接触自然的
机会，在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的创设中都可以
贴近自然。
１． 保留原有的自然要素
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托儿所、

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规定，幼儿园场地内绿
地率不应小于３０％，宜设置集中绿化用地。幼
儿园在空间建设时对于原有的绿地、树木等要
尽可能保留，对于原有的裸露土地可以根据地
形特点精心合理规划，除了必要的塑胶跑道等
运动场地，尽量保留自然的面貌。

对于裸露土地的规划可以根据幼儿运动能
力发展的需求，从攀登、钻爬、平衡、跳跃等
多方面考虑，设置不同难度的活动空间；也可
以从户外活动区域划分的角度，进行合理规划，
开辟沙土区、野战区、戏水区等。在重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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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尽量使用多样化的自然材料，提供给幼儿多
样化的体验。
２． 环境创设贴近自然
在室内环境方面要注意环境的自然性。室

内环境的创设应与户外的自然环境相呼应，体
现季节性和地域特点；材料投放增加自然材料，
如各色的小石头、植物的果实、木块、竹子等，
让孩子在室内就能感受到自然的魅力，增强对
于周围自然物的认识。

室外环境方面，在原有的环境中增加自然
性的要素，如，常见的动植物养殖，石头、树
木、沙土等材料的运用等，引导幼儿贴近自然。
植物养殖方面可以考虑多样性，除了常见的花
草种植外，蔬菜、果树、乔木等都可以根据幼
儿园的空间规划来考虑选择，既扩展幼儿的视
野，也为科学活动的开展创造条件。
３． 环境创设应走进自然
在幼儿园物质环境空间的建设中要重视自

然性，引导幼儿走进自然。在幼儿园已有的条
件下，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动植物资源等尽
可能地给幼儿创造了解周围环境、与周围环境
互动的机会。幼儿园在空间创设中不要一味地
追求整齐统一的规划，购买昂贵的材料，要学
会从自然环境中寻找灵感，给幼儿一个真实的、
安全的自然环境，让幼儿能够随时地走进自然。

（二）教育空间建设
教育空间主要是指幼儿园空间中能够对幼

儿施加有益的教育影响、有助于幼儿健康成长
的潜在性教育因素的总和。教育空间的建设能
够凸显空间建设的教育性，提升幼儿园管理人
员和教师对于环境教育性的重视，有助于环境
空间中教育资源的挖掘、整合和利用。
１． 加强幼儿的主体参与性，促进幼儿与环

境空间的互动
教育空间的主体是幼儿，如何引导幼儿跟

环境进行互动，在互动关系中建构对周围环境
的认识和理解，是教育空间建设的重点之一。
空间的互动性要求空间应具有趣味性、探索性

和发展性。
趣味性是指要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兴趣，

空间环境能够激发幼儿的兴趣，引发幼儿的好
奇心，能够让幼儿沉浸其中；在趣味性的基础
上，要求空间具有探索性，空间环境要有层次
性，要能够激发幼儿探索的持续性欲望，在探
索中不断地有新的发现，提出新的问题；发展
性则是要求空间环境促进幼儿发展，既能满足
幼儿现阶段的发展需要，又为幼儿进一步的发
展提供可能性。
２． 挖掘自然环境中的教育资源，提升自然

教育能力
大自然中蕴含丰富的教育资源，农村幼儿

园应该发挥自己的自然资源优势，从自然中寻
找教育素材，抓住自然中的教育契机。在自然
教育中可以进行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社会教
育、艺术教育、语言教育，如，通过幼儿园的
树木资源，幼儿可以认识树木的名称、特征以
及树木在不同季节的变化等科学知识，可以学
会合作照顾树木，提高合作、沟通能力，可以
借助树木锻炼攀爬、平衡等能力，还可以通过
画树、树叶粘贴、装饰树木等技巧开展艺术
活动。

挖掘自然教育中的教育资源除了需要幼儿
园管理人员的重视之外，更依赖于幼儿教师的
自然教育能力的提升。幼儿教师的自然教育能
力的提升需要幼儿教师有扎实的科学和艺术理
论基础，还需要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对幼儿教
育理论、自然教育理论都有深刻的认识，并通
过不断引导和实践，在教育活动中逐渐地积累、
增强自然教育意识。为此，幼儿园可以组织教
师学习相关的自然教育理论，从开展一些自然
教育相关的主题活动入手，逐渐过渡到区域、
户外环境中的自然教育资源的挖掘和运用，加
强活动中的指导和活动后的经验总结，逐步提
高教师的自然教育能力。

（三）延展空间建设
延展空间建设主要是要改变幼儿园作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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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教育单一主体的惯性思维，真正做到幼儿园、
家庭、社区的协同教育一体化，充分发挥家庭
和社区在幼儿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将幼儿教育
的空间从幼儿园扩展到家庭和社区中来，摆脱
以往的“走过场”、家庭和社区被动配合等现
象，真正把家庭和社区作为幼儿园空间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
１． 打破幼儿园的界限感
幼儿对于周围环境的认识和理解不能仅仅

依靠幼儿园创造的环境，而应该走到真实的环
境中去。农村幼儿园立足于乡土环境之中，家
庭、村居、田野都可以成为幼儿学习和活动的
场地。幼儿教育应该走出幼儿园，教师应善于
利用周围的环境和资源开展教育活动，从而实
现教育空间的扩大化。

幼儿园附近的田地、饲养场、社会机构、
文化广场等都可以为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活动提
供很多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也非常有助于开
展自然教育活动。陈鹤琴先生提出的“大自然、
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就是引导我们走出幼儿
园，打破人为的界限，到自然和社会中进行广
泛的幼儿教育活动。
２． 利用社会和乡村资源，营造浓厚的地方

文化氛围
幼儿的成长离不开当地的文化背景，地方

文化的传承也是幼儿教育的职责。幼儿园在空
间建设中应该注重对地方文化的传承和教育，
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特别是乡土资源，筛
选其中的优质资源，选择适宜幼儿年龄阶段的
部分，将之融合到幼儿园教育中，从而为幼儿
园教育营造浓厚的本土文化氛围。

地方文化资源的梳理和筛选可以优先考虑

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
了民间文学、民俗文化、民间艺术、传统技艺、
传统体育等多种类型，其中有很多内容可以融
合到幼儿园教育中来。幼儿园在空间建设方面
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文化资源，以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场所、地方文
化场馆为依托，既丰富幼儿的视野，为幼儿了
解地方文化提供机会，也打破了幼儿园的围墙
拓展了幼儿教育的空间。

自然教育理念对于空间的自然性、互动性、
教育性、延展性等方面的运用，能够更好地发
挥幼儿园空间在教育中的影响作用。农村幼儿
园在空间利用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更为重要
的是，教育者要更新教育观念，重视幼儿园空
间的利用，为幼儿的健康发展提供更为适宜的
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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