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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和生命教育蕴藏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让

幼儿回归大自然，释放天性，从大自然中汲取成长的

力量，在接受环境教育的同时，充分发展观察力、合

作力、专注力、创造力和欣赏力，从而促进幼儿身心

全面和谐的发展。

一、观察力

观察力是幼儿获取身边事物信息、发现事物之间

联系的基础。自然教育活动是培养幼儿观察力的良好

契机，能让幼儿在细微之处感受自然的神奇。

（一）多感官参与

观察不仅仅是看，还应包括其他各种感官活动。

充分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五感体验自

然，使幼儿能够了解事物的各种属性，从而全面地认

识事物。例如观察春天，不仅要看，看柳枝吐芽、看

碧波荡漾、看草地新绿；还要听，听微风、听鸟语、

听流水；还要触摸，摸新叶柔软、摸花瓣细滑；还要

尝，尝野菜，尝新茶；还要嗅，嗅花香、嗅泥土清香。

（二）有顺序引导

在事物观察上，教师引导幼儿观察的顺序应根据

观察对象的特点而变化。在语言指导上，教师要做到

有条理性地引入和提问，这样不仅使幼儿能全面了解

所观察的事物，也有助于幼儿思维能力的提高和良好

观察能力的习得。例如观察冬季雪景，如果幼儿是从

近处观察植物上的雪，那教师可以引导幼儿继续观察

田野中的雪景或更远处山坡上的雪景。

（三）以积极思维观察

观察不是纯粹的客观信息的输入，观察的过程伴

随积极的思维就是一项重要的观察技能。观察中的思

维体现在善于比较，从相似对象中寻找不同，在貌似

无关的对象中发现联系。例如比较树叶的不同，寻找

动物在小路上留下的细微痕迹。观察中的思维还体现

在善于概括规律，例如从四季的更替中揭示春天与生

命活动的关系。

二、合作力

同伴交往合作能力是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部分，

积极的同伴交往有助于幼儿情感、认知和社会性的发

展。内容丰富、灵活性强的户外自然活动极大地增加

了同伴交往的机会，使幼儿学会与人相处、互助合作，

团队合作意识与能力得到了提高。户外自然活动为幼

儿提供了自由交往和游戏的机会，教师鼓励幼儿自主

选择、自主结伴开展活动，有助于幼儿顺利地实现友

好的同伴交往。同伴交往开始后不需要任何刻意邀请

和加入的合作开始发生，交流讨论、分工配合、实验

探索、解决问题、分享经验随之而来。在培养积极的

幼儿行为的户外自然活动中，由于较多的未知因素，

更考验幼儿的合作性。教师应该适时介入，培养幼儿

积极的同伴交往行为。在关键事件中，教师要用正面

强化、树立榜样、给予方法等帮助幼儿逐渐习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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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行为，培养他们与同伴和谐交往的能力。

三、专注力

专注力，对于幼儿来说是指能把视觉、触觉、听

觉等感官集中在某一事物上，达到认识该事物的目的。

专注力是幼儿最基本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户外自然

活动中，幼儿回归自由，探索游戏，是培养专注力的

良好契机。

（一）给予空间、时间

户外自然活动是幼儿非常喜爱的活动，一到户外

活动时间，幼儿就像出笼的小鸟欢呼雀跃，快乐无比。

此时幼儿对周围各种刺激反应灵敏，充满了好奇心，

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各种各样的事物都

具有强烈的兴趣。幼儿专注力的培养和发展需要自由

的空间和充分的时间，教师需要保护幼儿专注的状态，

不识时务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会适得其反，成为“干

扰”因素，阻碍幼儿专注力的形成与发展。

（二）多重复，深探究

户外自然活动中，幼儿全身心地投入，致力于解

决问题，对于感兴趣的事物现象，幼儿反复操作，不

厌其烦、反复的操作过程就是专注力的形成过程。在

活动内容重复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投放工具

等策略，使幼儿的活动内容、探究深度及活动的专注

度有所提升。除了每两周组织幼儿开展一次园外自然

课程，还将户外自然活动内容引进幼儿园内，共同收

集了石头、落叶、松果等自然物投放在班级区角和艺

术研究室中，支持幼儿积极动脑，反复摆弄，专心探

究，从而提升幼儿的自信心、专注力。

（三）充分理解、接纳

影响幼儿专注力的内在原因多种多样，个人兴趣、

气质差异、情绪好坏都会影响幼儿的专注力，同时幼儿

的专注力也会随着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而产生变化。教师

应避免以自己的角度与期望来判断幼儿的专心程度，而

是应该对差异性充分理解并接纳。有些幼儿先天气质就

是属于注意力分散度高、活动量大，极易被外界事物吸

引，这通常需要教师特别关照，例如教师宣布活动要求

后，要求幼儿复述一遍，确定幼儿是否听到。

四、创造力

大自然的生动教育是培养幼儿创造力最好的场所，

自然教育让幼儿在具体情境中解决问题，学会自立和

生存。

（一）以生动的情境引发创造

情境激发幼儿的探究行为，使幼儿在积极情绪的

支配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创造性行为。

野餐时要下雨了，可是准备吃午饭了，如何解决午餐

问题？露营时，要上厕所，可是公共卫生间离得太远

了，怎么办……这些都是幼儿在真实生活中需要思考

的问题。对于幼儿来说，重要的不是创造水平有多高，

而是敢于创造和习惯创造。教师在活动中，要创设自

由探讨的氛围，鼓励幼儿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意见，

不怕说错，使幼儿形成心理上的安全感，敢于用自己

的方式解决问题。以自主游戏产生创造游戏是促进创

造力发展的理想环境。在户外自然活动中，幼儿根据

自身的需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探索、认识世界、

体验生活，进行运动、交往、操作、探索、建构、表

演等多种游戏，表现出积极的创造性、原发性和好奇

心。教师满足幼儿这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发挥潜能的

驱动力让幼儿的创造力得以释放。

（二）以动态的更新推动创造

更新是指活动的内容、种类和材料随着情境的需

要、幼儿的兴趣、创造力的发展而动态变化。教师应

随着在幼儿活动过程的进展，适时、适当地搭建支架，

包括活动材料的动态更新、活动经验的延展等。例如，

同是挖土活动，一开始幼儿也许更多是掌握对铲子的

使用，反复的挖掘工作让他们体会到用不同的铲子

“挖”的乐趣；再进行挖土活动，幼儿更多感受到土质

的不同，挖掘深度的不同，以及思考如何改变土地的

干湿程度，这时教师可以提供小桶等运水工具给与幼

儿支持；第三次开展挖土活动，幼儿也许会更加关注

土里隐藏的小动物，材料包里就会提供更多数量的放

大镜、昆虫盒。同一活动多次开展，教师以动态更新

跟进支持幼儿的体验和发现。

五、欣赏力

当幼儿经常到大自然中，为自然之美而惊叹，在时

节变化时懂得享受户外的好时光，他们便在不知不觉中

融入自然。幼儿在大自然中探索、体验并感知音乐，从

而获得愉悦和快乐。自然中五彩斑斓的色彩美、形态各

异的姿态美，为培养幼儿的欣赏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四季的更替、植物的生长变化、动物的生存活动都蕴含

生命之美。例如春天，可带着幼儿到野外踏青，感受大

自然的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夏天，让幼儿走出教室，

在烈日下感受天气的热和各种生命的灵动；秋天，带着

幼儿走进田野，观察春花过后的秋实，体验收获的喜

悦；冬天，让幼儿观察冰和雪花，感受冬的寒冷。四季

的变化对幼儿来说，是生动和新奇的，充分引导幼儿与

自然互动，从而感受大自然的给予与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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