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资源 探路径 研课程

——在课程活动中充分利用花园自然资源进行环境创设的教科研讨活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

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环境对幼儿的影响很大，而自然环境对于幼儿的教育和

启蒙发挥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课程游戏化精神，深入挖掘花园自

然资源的教育价值，提升教师课程资源意识、环境创设能力以及课程开发实施能力，深入探

索研究花园自然文化下的幼儿园课程活动的环境创设。张家港市金香幼儿园于 1月 2日开展

了主题为“挖资源 探路径 研课程”的教科研讨活动。

一、追光逐影 忆环境

活动伊始，主持人谈雯烨老师的带领大家通过观看一组幼儿园户外环境的照片，引发教

师对幼儿园户外自然资源的关注。老师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抢答，一下子点燃了老师们的热

情。

当老师说出照片的地理位置后，谈老师引导所有老师回忆，这里曾经发生过有趣的课程

故事。老师们针对班级中自然资源的利用、墙面环境以及作品呈现等方面，回忆分享了如何

利用不同的花园自然资源创设班级环境的经验。



二、思维碰撞 提建议

老师们仔细聆听经验分享，结合《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

评估指南》等文件精神思考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想法。

1.如何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幼儿感兴趣的课程活动？

徐沛沛老师指出可以从观察和探索、动手实践、故事讲述等三方面入手。这样的活动不

仅能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审美能力。

韩晨曦老师认为我们应该从儿童视角认识自然资源，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时，可以给

予幼儿可感知、可体验的内容，孩子们能通过感官认识、理解、探索课程资源，体验真实的

自然学习活动。同时引导幼儿主动操作资源，与资源充分互动，积累认知经验，促进幼儿深

度学习和自我成长，建构属于孩子自己的自然课程。



2.在课程活动中如何充分利用花园自然资源创设与课程“对话”的班级环境？

张晓娅老师认为可以通过发展园内、家附近的自然环境，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和观察中，

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在班级环境创设中，突出儿童本位和环境创设的价值，请幼儿一起讨论

并自主规划了班级区域环境、主题墙环境和自然角环境等，孩子们积极参与其中，使班级环

境呈现出开放多元的特点，结合花园自然资源环境的交互中总结和归纳儿童与环境对话的方

式，研究引发儿童与环境有效对话的材料、环境特征等，更应整体地把握儿童的发展脉络及

其学习特点，使环境特征与儿童的特点相适应。

盛婷老师认为可以在教室内设置一个自然角落，摆放一些绿植、花卉、小动物等，让幼

儿可以随时观察和互动。这个角落可以成为幼儿们亲近自然的小天地，也是他们进行自然探

索的好去处。还可以尽量利用自然资源来装饰和布置班级环境。例如，使用树叶、树枝、松

果等制作装饰物；利用废旧物品进行再创造，制作出具有自然风格的环境。

三、分享预设 探路径

中班组教师领悟课程游戏化精神，结合我园“自然育人 育自然人”的办园理念，针对主

题墙、美术区、阅读与读写区和小景布置四个方面，以设计图或网络图的形式介绍即将在班

内开展的课程活动中将如何充分利用不同的花园自然资源进行环境创设。

潘老师：我们班的主题课程是《嗨，玉米》，我们将利用园内的土地资源种植玉米，并

将自然物玉米用于班级环境创设中：



1.在创设主题墙时，我们会利用玉米身上的玉米叶、玉米粒创作作品进行自然物装饰，

还会将幼儿种植玉米、收获玉米、制作玉米作品的照片装饰其中。

2.在阅读与读写区和美术区的创设中，我们都会用玉米作品点缀，创设玉米相关的环境

氛围，并利用网络图清楚展示区域内幼儿开展的创作活动作品和照片。

3.在小景布置中，我们利用收获的玉米进行展示，便于幼儿认识玉米粒、玉米须、玉米

叶、玉米芯和整根玉米，并用相对应的作品展示其中，让幼儿了解玉米身上的这些东西可以

制作出怎样的作品，加深对于玉米的认识。

邱老师：我们班的班本课程主题为《土豆的世界》,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创设班级环境：

1.主题墙设计主要展示土豆的生长过程和相关知识。利用自然资源装饰主题墙，营造自

然、生态的氛围。

2.美术区域是孩子们发挥创意的空间，主要制作一些与土豆主题相关的手工艺术活动。

如土豆印花或利用树枝等材料制作土豆娃娃等。

3.阅读区主要使用自然材料营造一个小型的“土豆田园”，旨在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4.小景布置是用来呈现土豆主题的整体氛围。加入土豆植株、树叶、干草等自然元素，

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土豆的生长环境。

施老师：我们班的班本主题为《探秘中草药》，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创设班级环境：

1.主题墙将围绕以下四方面设计《调查表》《探索中草药》《寻找幼儿园里的中草药》

《中草药本领大》。

2.美术区里我们将开展中草药扎染、中草药拼贴画、春日画架、中药标本滴胶等活动，

孩子们的作品会利用树枝、麻绳、布、木架等自然材料展示出来。

3.阅读和读写区我们将开展古法制香、自制《本草纲目》、自制中草药书签、竹简书等

活动，中草药的香味给孩子们阅读时提供了不一样的氛围。

4.小景布置时，我们会利用瓶子、木头、树枝等材料对瓶旋中草药、中草药相框、中草

药喷画进行装饰。



四、研思并进 寻方法

老师们以小组为单位，围绕环境布置是否充分利用花园自然资源、能否满足幼儿的年龄

特点及身心健康发展规律、幼儿是否高度参与活动和环境与教育目标是否一致等方面进行讨

论，并提出合理建议。



唐老师：我们组讨论了《探秘中草药》，我们提出了以下建议：

1.在主题墙上，内容可以更加丰富，内容的呈现形式可以更多样，立体与平面相结合。

2.原本的语言区和美术区的环境创设很丰富，我们讨论了其他的区域可以如何丰富。

3.在角色区可以增加中医馆，需要布置看病流程的版面，提供医馆小伙计的服装与中医

体验卡；在增加中医馆的基础上，可以再增加中药铺。

4.在科学区，可以在墙面布置草药科普版面，将草药实物用相框装裱起来布置在墙面上。

吴老师：我们组认为《嗨！玉米》班本课程的环境创设，可以围绕玉米的生长过程、玉

米的多用途、玉米的文化意义等方面展开：

1.生长过程展示：在教室内设置一个玉米生长过程的展示区，可以用图片、实物或模型

展示玉米从种子到成熟的过程，让孩子们了解玉米的生长周期和各个生长阶段的特点。

2.互动体验区：充分利用种植园地和班级的自然角，引导孩子通过亲手种植玉米、观察

玉米的生长过程，增强对玉米的认知和兴趣。

3.创意手工区：在创意手工区提供玉米相关的材料和工具，如玉米粒、玉米秸秆、玉米

叶等，鼓励孩子们进行创意手工活动。

4.玉米产品展示区：展示各种玉米制品，如玉米片、玉米糖、玉米淀粉等，让孩子们了

解玉米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可以设置一个小货架，让孩子们可以将自己制作的玉米手

工作品摆放出来，增强他们的成就感。

张老师：我们组经过研讨认为《土豆的世界》主题可以在生活区、科学区进行创意活动。

1.生活区可以从土豆的衍生物进行，可以在生活区制作土豆饼，还可以制作土豆粉，在

土豆粉的基础上制作酸辣土豆粉等。还可以带着孩子们从土豆的功效方面进行研究，土豆可

以消炎、养胃、宽肠通便，土豆的叶子还具有保护眼睛、降血压的功效：

2.科学区可以从土豆的种类、土豆发电、土豆的沉与浮以及土豆的种植条件进行探究。

3.主题墙的呈现有点单一，可以基于对土豆纵深性的研究，由浅入深的创设。



会议结束后，卢嘉慧主任对本次活动做出总结，她肯定了老师们在《指南》等专业引领

下，从花园资源的一个“点”出发，探寻多样的、园本的、发展的主题活动环境创设，最终

回归到儿童获得的有益经验进行研讨的行为。同时指出，任何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都要关

注“两个点”，1个基点：把握资源本身的价值，遵循基本的路径。1个生长点：站在发展的

角度，回到儿童的立场。儿童的一切行动，离不开丰富的资源作为支撑，离不开与材料的互

动，离不开与环境互动中的探索、尝试、挑战。希望老师们通过本次的教科研讨活动，能够

对于花园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让儿童成为课程的主人。



本次“挖资源 探路径 研课程”教科活动，老师们通过回忆、研讨、分享等一系列活动

不断刷新对于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认知。活动中既有观点的碰撞，又有智慧的分享，是关

于课程资源的共商、共享与共建。活动没有尾声，所有思考、建议、经验就像一颗颗种子，

播种在金香幼儿园每一位老师的心田里，更将播种到每个班级未来的课程田园里……

教有所获 研有所悟

让我们脚踏实地

始终保持着好奇

用眼睛去观察

用头脑去思考

用双手去行动

创设更加适宜孩子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