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调查，我国目前孩子的每周户外活动时间，仅有 4.8%

超过 10 小时，9.3%的人是 7~10 小时，37.4%的人是 3~7 小

时，48.5%的人少于 3 小时，现代的孩子没有时间走向大自

然。研究还表明，现在的城市儿童普遍存在生活“去自然化现

象”，很多孩子出现了“自然缺失症”，身上越来越出现自闭、
依赖网络、社交障碍、沉迷游戏等特征。

虽然我国的《幼儿园教育纲要》明确要求，我们的教育要

回归大自然、回归真实生活。我国的中小学教育大纲中也明

确规定，学校必须开设自然教育课程，使孩子们得以亲近、认
识、热爱自然，但此类课程因缺乏直接的体验，并未真正助益

于孩子性格和情感的塑造。
若能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新型教育资源，引入幼儿园或

小学的教育与教学中，无疑将会大大缓解目前城市儿童普遍

出现的“自然缺失症”。目前许多幼儿园已经在行动，各类“走

向自然”的教学课程的实施，令家长和社会各界看到了防御

“自然缺失症”的教育希望。
一、带孩子走进自然，让教育返璞归真

我国伟大的教育先驱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真教育是在

大自然与大社会里办的，不能常到大自然去，还能算是生活

教育吗？”因此，只有带着幼儿走向自然，融入社会，孩子们才

会真实的“受教育”，这样的幼儿早期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近年来，有不少幼儿园已经在行动，他们充分利用了当

地的自然作为教学资源，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带领

着孩子们“走向大自然”，把幼儿从狭小的教室和书本中带到

大自然中去，通过大自然的形状、颜色、声音来感染、教育幼

儿，促进儿童的自然成长。

研究发现，我们把儿童放到自然中，让其在自然里体验

式的学习，他才能接收到“自然教育”的各种养料，逐渐培养

出各类美好的情操。自然教育除了能塑造儿童更健康的人格

和情商模式外，还影响着儿童对自然环境的态度。一个亲密

接触自然的儿童，能更充分地感知自然的美与趣，更容易感

受生命的丰富，也更容易获取平和、宁静的情感体验，从而远

离浮躁、傲慢、膨胀等不良情绪，以更充沛的生命敬畏感，塑

造出更和谐的人格模式。
实践表明儿童通过各类走出教室、走向自然的户外活

动，其思维活跃度更高了，语言表达能力更强了，对周围环境

的观察、分析、比较、概括能力也提升了。总之通过“走向大自

然”的各类教学实践活动，使孩子们的视野更开阔了，知识面

更广了，脑子更灵活了。
二、教学中如何因地制宜地开展“自然教育”
《幼儿园教育纲要》中明确提出，“环境是一种重要的教

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

展”。教学中能够因地制宜的开展“自然教育”，才能更有效地

开发幼儿的动手能力、表现能力和创造力。
（一）多利用自然教学资源，多借助真实的实物

大自然是一个天然的教学资源宝库，它是人类和所有生

命生存的场所，它会随着季节的变迁呈现出多姿的形态。各种

生命和人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得以繁衍生息。幼儿与大自然

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他们更愿意去接触和探究大自然。
幼儿园阶段的教学课程中，教师可多利用自然教学资源，

如自然界的云、雾、水、电、花、鸟、虫、鱼等自然物品或自然现

象，引领孩子们亲临自然现场体验它们。幼儿能看到、摸到、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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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些真实的实物，往往能更深刻地认知自然，从而更愿意亲

近自然。如带领孩子们走向自然，认知一年四季的植物，感知

一年四季的自然现象变化，感受自然的神奇与伟力。孩子们只

有亲临其境、亲尝、亲历后，才能明白自然的美妙滋味。
大自然是幼儿最好的游戏场所，最佳的情感疗养所，能

够给予幼儿各类“天然课程”。教师只要愿意采取“自然教育”
课程模式，就能发掘出各类自然教学资源，帮助幼儿去感受

和欣赏自然之美，进而在此教学过程中培养孩子的爱心、责
任感、环保意识等优秀情感。

（二）依据儿童发育特点，科学选配本土资源

幼儿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心，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

动植物等，都能引起幼儿的关注。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批本

土自然资源，它们是当地的特殊地理形态，特异动植物，或一

些科普教育基地资源。教师可根据幼儿的身体心理特点，挑

选适宜的场所，带领孩子们走向自然。如一些动物园、植物

园、百鸟园、蝴蝶馆、海洋馆等，那里面的飞禽、走兽、水族、昆
虫、植物等，都是幼儿最为好奇，最容易喜爱的事物，它们都

为幼儿去亲历体验自然提供了可能。
引导幼儿“走向自然”的教育，也应该重视引导幼儿融入

社会，要重视科学选配当地的民俗、民间艺术、风土人情资

源，将其纳入幼儿自然教育的教学资源库。如以一些当地的

节日活动为载体，带领幼儿参与其中，亲历体验本土文化，能

够爱上自己的民族特色，爱上家乡的民俗风情，成长为一个

更为社会参与感和奉献精神的小公民。爱“娱乐”是幼儿的天

性，追求各类欢愉的活动，进而从中感知本土文化艺术，也是

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法。
（三）注重兴趣与需要，引导幼儿主动“走向自然”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一个孩子都有独特

的兴趣点和敏感区。孩子如何主动的“走向自然”，学会从自

然中获取知识，塑造健康的人格和情感模式，也需要以兴趣

和需要为诱发点，实现由引导到真心爱上自然，愿意主动亲

近自然的教育目标。如爱水的幼儿，海边、河滩、湖岸等近水

的自然环境，往往更能让孩子们主动地“走向自然”，愿意去

认知与此相关一系列自然常识。我们将教育目标转化为幼儿

的需要，才能激发孩子的主动学习性。
自然教育课程，还需教师有一双善于捕捉儿童兴趣的眼

睛，能准确发掘出孩子的兴趣点，随后再根据幼儿的需求生

成“走向自然”的相关课程，进而让孩子在活动中享受、感悟、
对话自然，进而使儿童的天性和兴趣得以养护，使其灵性和

主动性得以唤醒。
三、当前幼儿教育倡导“走向自然”的重要性

倡导幼儿教育“走向自然”是符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的，

也与当前教育改革的方向一致，还和未来国际型人才的走向

吻合。要想培养出一个合格的人才，自然教育就能实现。
（一）儿童的“自然缺失症”需要幼儿走向自然

据《城市中的孩子与自然亲密度调研报告》（上海绿洲生

态保护交流中心发布）显示：目前我国 12.4%的儿童出现了

“自然缺失症”倾向。随着儿童与自然环境越来越疏离，儿童

身上越来越流露出注意力不集中、自闭、情绪调节能力差、社
交障碍、环境适应能力差、网络依赖症、不好奇自然现象等特

征。人在工业文明中的异化现象，值得家庭和教育界警惕。
很多家长都表示，自己的孩子才四五岁，却已是一个游

戏高手。各种智能手机上的游戏，如“地铁跑酷”、“切西瓜”等
都玩得非常熟练，大人往往还玩不过他，随时随地见到手机

都想玩游戏。刚开始家长们觉得孩子还小，玩一玩也无所谓，

可渐渐却发现孩子迷上游戏后，对其它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

趣，在幼儿园上课也总是走神无法集中注意力，性格还冷漠

孤僻。
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越来越多的儿童整日生存于钢筋

水泥的狭小空间，他们没有走向大自然的机会，没有独立玩耍

的时间，没有玩伴，甚至很难获取父母的陪伴。孩子们不得不

与手机、电视、电脑、Ipad 为伴，成为了“容器人”和“触屏一

代”，出现了“自然缺失症”。过度沉溺于电子游戏的孩子，其实

是一种人的异化，电子产品加速了人的自我迷失感，而儿童的

“自然缺失症”倾向，需要我们的幼儿教育倡导“走向自然”。
（二）儿童要培养出敬畏自然的心理，需要其走向自然

如今的孩子，往往更熟悉超市里的半成品食物，却不清

楚食物从哪里来，很少有孩子能弄明白环境与人类是什么关

系？但研究表明，孩子与大自然接触的重要性，不亚于睡眠和

充足的营养。孩子在成长中正确地认知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

关系，才能形成更健康的人格。教育若想培养儿童对自然的

敬畏心，必须让儿童亲自体验自然，学习各类自然知识，亲自

走向自然后才能对自然有更真实、正确的认知，进而对自然

萌生敬畏心理。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孩子从未接触过土地，从未被自

然感动过，该如何懂得善待我们的自然环境呢？如果地球上

的人类都不再善待自然，那自然还会容纳人类吗？因此，我们

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小教育儿童能够敬畏自然，这也是关系

到人类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综上所述，世界上没有比大自然更优秀的教师了，它能

带给儿童巨大的能量，带给儿童无尽的知识和智慧。我们将

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新型教育资源，引入幼儿教育教学体系

中，必将大大缓解城市儿童普遍存在的“自然缺失症”，也将

为传统教育模式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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