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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亲自然教育为幼儿亲近自然提供充足的

时间和机会，有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和亲子依恋的巩固。本

文基于对重庆市主城区幼儿家庭亲自然教育现状的调查，发现

了家庭亲自然教育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指

导策略，以降低城市儿童“自然缺失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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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对幼儿的发展具有奠基性影

响。家庭亲自然教育是指家长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与

有目的的活动安排，在亲近自然中促进幼儿发展的活动。即家

长带领幼儿进行类似爬山、采摘、种植、学习自然知识、钓鱼、观

鸟等亲近自然的活动。自然中空气新鲜，阳光充足，为幼儿的身

体发育提供自然营养，幼儿运动量大，利于幼儿身体的新陈代

谢。幼儿在自然中还能释放天性，增强环境适应能力，缓解心理

压力，自然为幼儿的认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有助于

幼儿全面发展。随着城市生活与自然的渐行渐远，许多城市幼

儿表现出肥胖、视力下降、感统失调、注意力不集中等显著问

题，理查德·洛夫将此统称为“自然缺失症”，用以强调现代社会

中的儿童越来越多被“困”在家里，缺少与自然接触的现象。由

此可见，家庭亲自然教育的开展至关重要，它不仅能较好地协

调父母与幼儿的时间，灵活选择亲自然方式，弥补幼儿园的亲

自然教育的缺陷，还能增进幼儿与自然的互动，强化亲子依恋

关系，为幼儿未来成长奠定良好基础。

一、重庆主城区幼儿家庭亲自然教育的问题

为了解重庆主城区幼儿家庭亲自然教育的情况，笔者自制

调查问卷，随机投放问卷 265份，回收有效问卷 231份，深度访

谈家长 6人，调查结果如下：

1.家长亲自然教育观念偏狭

调查显示，100%的家长认为城市儿童需要亲近大自然，

99.13%的家长愿意主动带孩子去大自然，但 49.35%的家长带

孩子每周亲近大自然的平均时间少于 2小时，大于 8小时的

仅占 4.76%，亲自然频率总体偏低，大大低于幼儿每周接触电

子产品的时间。可见，家长虽认同亲自然教育的重要性，但缺

乏实际行动。对此，家长归因于没有时间，需以学习为重，与幼

儿参加补习班和特长班产生冲突等。然而，究其根本在于家长

对亲自然教育的认识局限，未发现亲自然教育对幼儿学习发

展的价值，忽视了幼儿处于具体形象思维阶段，在自然中的实

际体验和多感官认知更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不仅如此，家

长通常把亲近自然当做缓解学习压力的途径，即使带幼儿参

与亲自然活动，普遍也处于被动状态，没能做到真正陪伴探索

自然。

2.家庭亲自然教育形式单一

据调查，由于主城区的自然资源较薄弱，且家长缺乏主动

寻求亲自然渠道的意识，45.89%的家长开展亲自然教育会就近

选择城市公园与游乐园等，亲自然场地有限，活动形式也比较

单一。17.47%的家长带孩子参与亲自然活动源于朋友邀约或幼

儿园活动，未曾带孩子参加专门教育机构组织的亲自然活动。

同时，家长因考虑安全、卫生等因素，对幼儿的行为加以限制，

或是过多的引导，阻碍了幼儿自主性的发挥。即使在室内，

15.61%的家长没有经常和孩子在家中进行种植植物、饲养动

物、观看科普类书籍或栏目等活动，忽略了对家庭自然环境的

营造，家中的绿植仅作为装饰和摆设，没有真正让幼儿体验观

察、照料植物的乐趣。

3.家庭亲自然教育缺乏专业指导

关于“幼儿在自然中的表现”调查显示，超过 80%的幼儿能

在大自然中表现出积极行为，对植物与动物充满探究兴趣，提

出诸多问题；但是有 41.99%的幼儿需要在家长的陪同下才能

进行较为持久的亲近自然活动；17.75%的幼儿刚开始很兴奋，

短时间内就失去兴趣。这需要家长合理安排亲自然活动，且掌

握科学的引导方法，储备丰富的自然知识，然而，许多家长未曾

接受过此方面的专业培训或指导，不知如何与幼儿有效互动，

对于幼儿的疑问敷衍了事或传达错误答案，有时甚至直接拒绝

幼儿的提问，严重打击幼儿对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4.家庭亲自然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疏离

家庭与幼儿园是增进幼儿与自然互动的两个重要主体，是

相互合作的伙伴。但自然教育却被长期忽视，造成各自为政，低

效边缘化的状态。幼儿园方面囿于教师精力不足，亲自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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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条件有限，自然教育随意散漫，许多幼儿园甚至将原本自

然的草坪、泥地改造为塑胶操场，严重压缩了幼儿亲近自然的

空间。家长也只主观盲目地开展亲自然教育，未就此与幼儿园

建立联系，提出亲自然教育指导需求，还有 16.02%的家长对

“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经常开展亲近自然的活动”持否定态度，家

庭与幼儿园亲自然教育的合力尚未形成。

二、改善幼儿家庭亲自然教育的指导策略

1.加强家庭亲自然教育宣传，更新家长亲自然教育观念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幼儿应爱护动植物，

关心周围环境，亲近大自然，珍惜自然资源，有初步的环保意

识。《3- 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也指出幼儿应亲近自

然，喜欢探究，喜欢接触大自然和新鲜事物。但家长对此知之甚

少，关于家庭亲自然教育的宣传缺失，亲自然教育氛围淡漠。因

此改善家庭亲自然教育现状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亲自然教育

的宣传，重申亲自然教育对幼儿身心发展的重要作用，让家长

意识到幼儿的成长离不开自然。家长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

和保护者，应该多抽出时间主动参与到幼儿的亲自然活动中。

此外，家长还需要将家庭亲自然教育意识转换为实际行动，以

幼儿的兴趣和爱好为导向，合理制订学习计划和有规律的亲自

然出游计划，鼓励幼儿在自然中学习。

2.建立亲自然教育基地，拓宽亲自然教育渠道

针对访谈中家长提出的希望带孩子走进自然却不知道该去

哪里和做什么的问题，我们可从政府工作部署开始，完善社区绿

化，在城市中打造功能完善的自然基地，并建立起专业的自然教

育科普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站、家长课堂等形式让家

长了解多渠道开展亲自然教育的方式与活动，拓宽亲自然教育

的时间和空间，给予幼儿更加安全、稳定、系统的亲自然体验。具

体而言，家长可将家庭建成最便捷的亲自然教育基地，在家里种

植花草或养殖动物，带领幼儿一起照顾它们，观察动植物的生长

过程，探究生长的奥秘。此外，家长还可利用饭后或闲暇时间散

步，有意识地引导幼儿感受周围自然环境的特点和变化，激发幼

儿对自然的兴趣，也可购买自然类书籍、报刊，带幼儿参观自然

博物馆和观看纪录片等，丰富幼儿的自然知识。同时，自然教育

机构也是亲自然教育的重要基地，家长可根据幼儿兴趣带他们

参加冬夏令营、周末自然等有组织的课程活动，让幼儿通过游

戏、团建、观察、同伴交流，进一步体会亲自然活动的乐趣，家长

也能从中学习到更专业的亲自然教育理念和方法。

3.提供家庭亲自然教育指导，提升幼儿自然探索引导技巧

在家庭亲自然教育中，家长对幼儿的引导尤为重要，家长

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所以家庭亲自

然教育需要家长也能保持对自然的好奇心，通过自己的言传身

教激发幼儿探索自然的兴趣，并能积极寻求专业的自然教育指

导，依托自然教育资料阅读或参加自然教育培训等途径，习得

自然教育亲子互动技巧，能以更专业的方式解答幼儿问题，并

适时抛出问题，引发幼儿深度思考，表达探索发现。同时，幼儿

教育从业者、自然教育工作者、自然教育机构等应积极寻求与

家长的合作，提供必要的家庭亲自然教育指导，多方协作，逐步

提升幼儿自然探索引导技巧，共同致力于家庭亲自然教育的完

善和优化。

4.增进家园亲自然教育合作，建构综合性亲自然教育体系

增进家园亲自然教育的合作，有利于形成合力，互助提高

亲自然教育质量。为此，幼儿园作为专业教育机构，应落实《纲

要》和《指南》精神，提升幼儿教师的亲自然教育意识与能力，开

发自然教育课程与资源，将大自然看作“活教材”，渗透自然教

育于幼儿园一日活动中，保证幼儿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幼儿

园还要重视亲自然教育的硬件建设，创设绿植覆盖率更高的自

然环境，合理规划种植区和养殖区，增加自然类、科普类绘本的

投放，为幼儿亲近自然创造条件。在此过程中，幼儿园可发挥对

家长的熏陶示范作用，积极动员家长共同参与自然教育活动，

完成如自然笔记、自然物创意手工、植树等小任务，并注重家园

沟通，提供亲自然教育相关指导，及时交互幼儿的自然行为和

表现，为家长搭建户外出游的平台，定期组织亲子出游活动。而

家长也应积极配合幼儿园自然教育课程，协助幼儿完成自然观

察等活动任务，为幼儿园的亲自然教育建言献策。以良性合作、

彼此信任为前提，共建的幼儿园和家庭综合性亲自然教育体

系，将能更好地整合双方力量，支持幼儿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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