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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教育中融入自然教育的策略分析

孙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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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教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幼儿自然教育存在诸多问题。本研究

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幼儿自然教育存在的问题，认为应通过将自然教育纳入教学大

纲、创建并充分利用自然教育环境、建立家园合作关系这三种途径促进自然教育在幼儿教育中的

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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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何与大自然友好共存？如何尊

重自然、爱护生命？在自然灾害频发的今

天，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观需要

作出怎样的改变？教学活动需要进行怎样

的调整？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幼儿阶段是奠定人生基础的阶段，幼儿教

育有责任帮助幼儿形成正确的自然观，并

使幼儿在自然环境中健康成长。到目前为

止，有关幼儿自然教育的研究尚不充分，

本研究尝试对幼儿自然教育的内涵、作用

和实施策略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自然教育的内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1］ 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便将天、

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基本规律用简洁的

语言精辟地概括出来了。在老子看来，人

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应接触自然、融入自

然并顺应自然，循“自然之道”来生活。

基于此，一些教师认为，所谓的自然教育

就是带着幼儿认识各种动植物，让幼儿知

道并记住这些动植物的名字、颜色、外

观、特征等。然而，识记名字及各种特征

等信息并不是真的接触自然，更不是融入

自然，这些仅仅是知识的学习，因此不是

真正的自然教育。

真正的自然教育应该是以自然环境为

背景，利用科学有效的方法，使幼儿融入

大自然，回到大自然这个“最好的老师”

身边，实现幼儿对自然信息的有效采集、

整理、编织，与自然建立情感联结的过

程。在自然教育中，幼儿应该学会认识自

然，欣赏自然，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同时

在自然中遇到最好的自己，发现并发展自

己的创造力。从本质上说，自然教育是顺

应自然和幼儿自然成长的规律，促进幼儿

内外和谐发展的一种教育活动。

二、在幼儿教育中实施自然教育的必

要性

一方面，自然教育是幼儿教育的本质

需求。亲近自然是孩子的天性，0 6岁的

幼儿感官极其敏锐，发展极其迅速。科学

研究表明，人类 75%的视觉和 11%的听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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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后天习得的，而丰富多彩的大自然刚

好为幼儿视觉和听觉的习得创造了条件：

沙石、水土、花草、虫鱼等都是完美的学

习材料，幼儿通过眼睛观察、耳朵倾听、

鼻子嗅闻、手部触摸，实现对大小、轻

重、软硬、纹理、色泽、形状等概念的感

知，对幼儿来说，每一次的触摸、感受，

闻、听、看、品尝，都是对这个世界的真

实体验。［2］在体验自然的过程中，幼儿能

够感受大自然柔美与野性，逐步成长为聪

明、灵通的孩子，大自然在幼儿成长中所

发挥的作用是任何图书、动画片都无法比

拟和替代的。因此，大自然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教具。无论是路边的小草，还是草

丛中的一只蜗牛，抑或是院子里的一朵喇

叭花。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形态各异，

都能成为艺术与科学的源泉，给人类带来

无尽的灵感，引发无穷的探索。大自然是

有力量的，它们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给人类

最好的礼物，我们应充分利用，将之融入

自然教育中，让幼儿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

健康成长。

另一方面，当前幼儿教育中缺乏自然

教育。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中

国也正经历快速的城镇化，幼儿的生活已

经完全不同于以往。水泥马路、高楼大厦

和各种电器 （特别是电视、电脑和手机）

正将幼儿与大自然割裂开来，幼儿与大自

然的关系已逐渐疏远、异化。而这种疏远

和异化的结果，就是导致一种被称为自然

缺失症的情况发生。美国儿童与自然组织

的创立者理查德·洛夫曾指出，自然缺失

症泛指那些完全脱离了自然环境，在城市

中成长的幼儿所出现的一种现象。［3］患自

然缺失症的幼儿因为长期封闭在室内，整

日面对着各类电子产品并沉迷于其中，精

力完全被吞噬，久而久之就体验不到自身

的存在感，结果即便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也无法乐在其中。众多研究表明，远

离大自然的幼儿常常存在注意障碍，他们

好动、叛逆、易怒，缺乏好奇心和求知欲。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曾说：“培养好人的

秘诀，就是让他在大自然中生活。”［3］他之

所以这样呼吁，一方面是因为他充分认识

到自然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

注意到当前教育中自然教育缺乏的弊端。

三、当前幼儿自然教育存在的问题

自然教育是幼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是当前自然教育存在诸多问题，这

些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观方面的问题和

客观方面的问题。

（一）主观方面：无意识或不愿做

1.自然教育意识缺失

当前自然教育的首要问题就是自然教育

意识缺失：很多人（包括教师）没有意识到

自然教育的价值，更没意识到自然教育的必

要性。有人认为，大自然中的体验活动等于

给幼儿“放羊”，学习书本知识才是正道；

还有人认为，大自然中的体验常伴有危险，

是“野”孩子才做的事情，“文质彬彬”的

孩子不应到大自然中“撒野”，这些观念严

重制约了自然教育的开展。

笔者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案例：一

次，一名幼儿在院子里拿着浇花水管玩

儿，他用手捏住出水口的一部分，像打水

枪似的射来射去，他的妈妈看见了，担心

他打湿自己的衣服，就大声呵斥，要求其

停止玩弄水管，幼儿沮丧极了……在这个

案例中，幼儿妈妈让幼儿在玩耍的过程中

注意安全，这是没错的，但幼儿妈妈仅仅

因为担心幼儿弄湿了衣服就阻止幼儿体验

生活，这就值得商榷了。幼儿也许只是好

奇为什么按压水管的方式不同，水冲出去

的远近不一样，或许他还在想办法让水冲

得更远一些。类似的例子其实有很多，如

家长或教师因为担心幼儿弄脏衣服而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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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幼儿爬土堆、翻草丛等。上述情况出现

的根源其实还是家长或教师没有意识到幼

儿亲身体验大自然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

幼儿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为地将幼儿

与大自然割裂开来。

2.主观上不愿做

专业知识的缺乏导致自然教育的碎片

化。我们的传统教育带着很强的科普性，

以前有关大自然的教育，主要就是让幼儿

知道某种花草、动物的名字、特征等。实

际上，让幼儿了解名字和习性只是第一

步，更重要的是让幼儿感受、体悟花花草

草背后的自然之道。自然教育应该让幼儿

了解的是自然运行的规律。自然是一个整

体，每个生命都是相互联系的，其中一个

生命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其他生命发生相应

的变化，只有在对自然中的万事万物有了

亲身的体认之后，幼儿才能基于自身感受

生发出对大自然的真实情感，进而建立起

与自然的联系。

同时，有些家长或幼儿园教师不愿意

让幼儿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大自然

中。一方面，现在有些家长为了培养“全

才”的孩子，为幼儿报舞蹈班、心算班、

美术班、英语班等各种培训班；一些家长

忙于自己的工作，忽视幼儿的需求，任由

幼儿自己看电视、玩手机。久而久之，幼

儿就跟大自然完全脱离了联系，变得对生

活缺乏热情和兴趣。另一方面，很多幼儿

园精心设计各种主题活动，但却忽略了对

户外自然环境的利用。还有的幼儿园为了

体现园内现代化建设，用多媒体图片和视

频等代替室外自然景观，以帮助幼儿认识

世界。实际上，不带幼儿感受自然、体验

自然的行为是一种偷懒行为，其本质就是

不愿意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幼儿身

上，这是阻碍自然教育深入发展的另一个

重要因素。

（二）客观方面：自然教育资源缺乏

自然运动的先驱利伯蒂·海德·贝利

曾说过：“感知生命是教育成果的最高境

界。”［4］被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包围的现代

生活让幼儿越来越感受不到自然之美。首

先，现在很多城市幼儿园的空间较小，户

外活动场地匮乏。即使一些幼儿园有一些

户外活动场地，但是这些活动场地也大多

铺着塑胶，放着各种人造玩具。其次，过

度的安全保护意识又让幼儿园不愿带幼儿

到大自然中去，结果导致幼儿根本没有机

会接触到真正的大自然。一些幼儿要上小

学了，还分不清鸡和鸭，辨不明牛和马，

识不出葱和蒜。最后，一些幼儿园为了开

展游戏化课程，配置了大量玩具，如乐高

积木、高结构的科学探索材料、户外功能

性玩具等。虽然游戏化课程的有效开展需

要丰富多彩的活动材料为依托，但是过多

的玩具会吸引幼儿大部分的注意力，使他

们忽视了大自然的魅力。

四、在幼儿教育中实施自然教育的有

效策略

（一）自然教育进大纲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

下简称《纲要》）强调应在幼儿生活经验

的基础上，帮助幼儿了解自然、环境与人

类生活的关系。［5］应该说，作为幼儿园教

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纲要》已经意识到

了自然教育的重要性。但笔者认为，随着

对幼儿教育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政府还

应更加强调自然教育的重要性，并在指导

性文件中给出更加明确的实施办法。具体

来说，至少应该明确自然教育在幼儿教育

中的关键位置并制定出明确的自然教育实

施办法和评估方案。

（二）创建并充分利用自然教育环境

当前自然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幼儿

园活动环境“不自然”。大多数幼儿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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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城市幼儿园）出于安全等方面因素的

考虑，在园所内铺满了红红绿绿的塑胶。

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只有大红大绿大紫才

是幼儿园，但事实上心理研究的成果早就

表明，长期处于颜色喧闹的环境中，人容

易兴奋、烦躁、注意力不集中，而当人处

于安静、自然的环境中时，往往更善于思

考。因此，应该努力为幼儿创造自然的学

习和生活环境并将其充分利用。

首先，幼儿园应大胆去塑料化、摒弃

浓烈的颜色，结合自然活动课题进行教

研，形成系列主题活动，探索利用自然材

料（如树枝、羽毛、叶子、花朵等）进行

环境创造，营造原生态的幼儿园环境氛

围。其次，在幼儿园课程活动中，应尽量

摒弃高结构化的教学材料，少用塑料的玩

具，多使用大自然中的物品，以便让幼儿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触摸和感受真实的世

界。自然界中的种子、蔬果、沙石等物

品，可以装饰、分类、捏撮、塑型，这些

简单、自然、原始的玩具（事实上也是教

具） 可以激发幼儿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最后，可以将自然教育资源融入各个

教学领域。比如，幼儿园教师可以带着幼

儿在大自然中玩耍、嬉戏，让他们自由地

奔跑、快活地攀爬等。通过这些活动，充

分培养幼儿健壮的体魄和超强的肢体平衡

能力；在科学活动课上，教师可以带着幼

儿捡拾落叶，让他们分组点数，按叶子的

大小排序，按颜色、形状分类，用画笔把

叶子画下来；还可以让幼儿在大自然中寻

找不同的气味，尝试用语言形容这些气味。

适宜的自然环境不仅能给幼儿带来快

乐，还能培养他们的爱心、陶冶他们的情

操。幼儿种好一盆花，养好一条鱼，等待

种子发芽，都需要付出情感和努力，在这

个过程中，他们的角色从被照顾者转变为

提供照顾者，成长也就悄悄发生了。因

此，幼儿园应努力创建并充分利用自然教

育环境。

（三）通过家园合作，有效开展自然教

育活动

自然教育仅仅依靠幼儿园的力量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利用家庭的力量。

家庭是幼儿成长的重要环境，其对幼儿成

长的影响不容小觑。幼儿园教师可以利用

家园栏、微信群、QQ群等方式向家长宣传

自然教育的意义，介绍自然教育的方法，

鼓励并发动家长和幼儿一起走进自然、探

索自然。比如，家长可以带着幼儿采摘草

莓、追逐蝴蝶、寻找瓢虫，也可以在草地

上野餐、在池塘边观鱼，鼓励幼儿思考：

为什么红色的草莓才甜？蝴蝶的家在哪

里？瓢虫喜欢吃什么？鱼儿晚上要不要睡

觉？等等。将幼儿园的自然教育与家庭的

生活体验结合起来，就能够做到自然教育

“全天候”，也就能取得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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