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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aking Quanzhou Citong Kindergarten as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merges puppet characteristic

culture into the cre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 a kindergarten, carries out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enhance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suggests four practicing

strategies on the creation of kindergarten aesthetic education environment, which are: overall planning-to make

a “Puppet Meeting” environment; exploring implication-to create a “Puppet Feeling” environment; enriching

feeling-to set up a “Puppet Interacting” environment; releasing potential-to create a “Puppet Educat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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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泉州市刺桐幼儿园为例，将木偶特色文化融合于幼儿园美育环境创设之中，对幼儿进行审美教育并增强其对传统文

化的了解，并指出幼儿园美育环境创设可以采取以下四个行动策略：整体规划，创设“偶意”环境；挖掘内涵，营造“偶情”环境；

丰富感受，搭架“偶动”环境；释放潜能，共创“偶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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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教育的实质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它能够

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激励人

的精神，温润人的心灵［1］。因此，蔡元培先生曾大声

疾呼：“美育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人生观教育。”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系列论

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最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应“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2］，明确指出艺术教育要“根植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

果”。因此，幼儿园美育环境创设应立足幼儿生活，重

视挖掘地域文化中的艺术瑰宝，浸润和完善幼儿的人

格［3-5］。泉州市刺桐幼儿园多年来致力于木偶教育课

程实践研究，在探索实践过程中，认为以构建木偶特

色文化为着力点，将木偶文化融合于幼儿园美育环境

创设之中，有利于对幼儿进行审美教育并增强其对传

统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一、整体规划，创设“偶意”环境

环境是隐性课程，是幼儿发展中的“无言之师”。

因此，幼儿园在开展具体的美育活动时，应充分发挥

这一“无言之师”的熏陶作用，从美育环境的创设入

手，对幼儿园室内外空间进行统筹整体规划，创设富

有“木偶意境”的环境，充分发挥环境创设在幼儿园美

育中的整体性功能，为幼儿营造一个良好又有效的美

育环境［6］。

（一）因地制宜，园所环境凸显木偶文化氛围

走进泉州市刺桐幼儿园，映入幼儿、家长以及来

宾眼帘的是千姿百态的木偶。由各种富有闽南特色

材料自制的木偶作品，动态各异，好生可爱。柱子上

展列的木偶，既有传统的掌中木偶，也有现代的卡通

偶，较好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创设思路。而

在楼梯下，架空层，处处都有大小不一、高度不同的木

偶舞台，有大型的演出舞台，有由小树、花丛和石墩等

做成自然景观的生态舞台，还有配置灯光效果的皮影

舞台；操场上的彩色屋子，香樟树下的木凳子,绿绿的

草坪上，活动性的舞台和背景……处处都是幼儿可以

自由、自发、自主表演的小天地，幼儿与环境呈现出自

主选择、自主表演的良性互动。花丛中蝴蝶、蜻蜓的

杖偶；树上攀着小猴的布袋偶，就连各楼层楼梯拐角

使用的垃圾桶，也装饰上了可爱木偶娃娃形象。这些

木偶作品都是教师们精心挑选并用心创设的。刺桐

幼儿园专门设置了“孩子们的嘉礼作坊”，近千件木偶

作品是教师们、幼儿和家长的巧手作品。整间展厅分

为提线偶、玩偶、掌中偶、杖偶、皮影五大类，可谓是

“中国幼儿木偶博物馆”［7］。作坊另一部分则是“操作

区”，师幼共同收集废旧材料，分类分柜整理，工具齐

全，既可以欣赏、还可以动手制作。除此之外，还充分

利用现代教育手段，在门厅创设大屏幕，滚动播放经

典木偶剧和开展的木偶活动情况。木偶戏既有《火焰

山》《钦差大臣》等传统剧目，也有《小黑和小金历险

记》等现代剧目。校园木偶活动视频的播放，可以让

幼儿在回味中再次感受参与木偶活动的乐趣。

（二）因龄而创，班本环境彰显木偶教育足迹

从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各班教师根据幼儿的

年龄特点，充分利用班级的环境，创设了丰富的木偶

环境，让幼儿积极与环境互动，在动态的、开放的、专

题的木偶环境中主动学习，获得发展。各班创设了

“木偶乐园”、“家乡的木偶戏”、不同木偶主题的专版

教育环境，既有木偶文化资料的展示，还有合作木偶

作品的展示，更有幼儿在木偶课程中参与学习的再

现。在环境创设的过程中，遵循教育性、艺术性、互动

性、参与性、动态性与开放性等环境创设的共性原则

的同时，尤为强调突出“偶”化环境的年龄差异性和主

题系列性［8］。例如，主题活动“动感木偶书”，幼儿和

家长制作的木偶书放置在廊道上，每本动感书都有一

个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贴近幼儿的生活，书的小主

人约上同伴一起阅读、操作，讲述故事。由于这类图

书情节生动，木偶操作简易，很受幼儿的喜欢。又如

中班创设的“幸福园，快乐娃”班级环境，由教师的学

习故事记录表、亲子活动记录册、幼儿自制木偶书以

及种类多样的自制木偶组成了一个集启智、育德、抒

情为一体的欢乐天地。在自由活动时，小朋友自由结

伴，与偶同乐共话；离园时，木偶小天地里，幼儿还会

和家长一起欣赏，交流。

二、挖掘内涵，营造“偶情”环境

文化内涵的根本是创作者的情感表现，特别是引

起观者共鸣的情感指引。美育环境的创设作为一种

情感教育，可以激发起幼儿丰富的感情活动，并通过

对情感的交流和体验作用于他们的内心［9］。泉州木

偶文化是千百年来人们在生活中通过艺术手段，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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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跌宕的人生情感以更强烈、更夸张、更细腻的方式

赋予木偶生命和情感，进而将情感不断创作的过

程［10］。因此，每一尊木偶在演绎中都会向幼儿传递

不同的丰富的情感。在木偶教育中，刺桐幼儿园重视

引导幼儿将每一尊木偶作为玩伴，是可以对话的好朋

友。同时将“情”融入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引导幼儿

与木偶共同体悟生活的喜怒哀乐、人情冷暖，去感受

生命的价值。

（一）基于生活，再现“偶遇”

创设富有内涵的育人环境，使幼儿潜移默化地受

到影响，是对幼儿进行美育的重要途径。我们立足幼

儿的生活，基于幼儿的经验，例如，大班创设的“偶遇”

“偶趣”“偶情”展板，展示了小朋友从小班刚入园哥哥

姐姐带着小木偶欢迎他们、中班参与木偶活动游戏、

大班与木偶结下的人偶情的整个历程，每一张照片是

一个成长的历程，每一张照片都唤起了幼儿在园的美

好回忆。当毕业班幼儿依依惜别幼儿园时，惜别朝夕

相处的木偶时，那是生命的成长。又如，中班“救救小

木偶”，教师通过拍摄环境中小木偶损坏的图片，以

木偶故事感化幼儿，以移情教育的方式，让幼儿懂得

爱惜玩具；幼儿在亲手修补这些破损木偶的过程中，

建立了与木偶的情感联系。他们保护好小木偶，设立

了木偶橱柜，分类别规整，按标记摆放，共同讨论制定

了爱护木偶的规则。再如在小班语言活动《我和木偶

交朋友》中，通过运用语言区的木偶与小班的小朋友

进行语言游戏，增加趣味性，缓解他们离开父母的焦

躁情绪。在与木偶的互动过程中，幼儿将自己的情感

体验传递给木偶，赋予木偶蓬勃的生命力，幼儿的自

我情感得以抒发，自我的个性特点得以完善，丰富情

感得以宣泄，身心发展得到平衡。基于幼儿生活，教

师挖掘和利用木偶本身对幼儿发展所具有的可能价

值，运用幼儿与木偶交往的“情”，产生多样化的教育

价值。

（二）基于游戏，畅享“偶趣”

游戏是幼儿园的基本活动形式，是一种轻松愉

快、自愿参加的活动，也是幼儿最喜欢的活动，具有主

动性、兴趣性、虚构性、社会性、具体性等特点。木偶

游戏是一种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游戏，它既能让幼儿

得到自娱自乐的机会，又能调动他们手脑并用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它对幼儿富有极大的吸引力［11］。木偶游

戏从木偶道具以至活动的范围，都在一个小小的情景

中体现出来。儿童置身于这种小天地里，正合乎他们

好奇的心理特点，易引起幼儿的兴趣。例如用子母扣

制作成的“小兔”玩偶，教师把它布置于活动室的墙壁

上，旁边提供可自由粘贴取放的房子、树等道具以及

其它形象的木偶，幼儿拉拉、动动、摇摇木偶的手脚，

哟，真的动起来了。又如墙饰“秋天的水果”，各种各

样的水果做成偶化的形象，眼睛会转动，手脚会摆动，

把静态的墙饰动态化，深深吸引着幼儿。正是木偶这

种有趣的动感，使幼儿喜欢摆弄这些道具，嘴里也喜

欢自言自语：“小兔，你要去哪里？”“小朋友，猜一猜，

我是什么水果？”“我们相亲相爱不分离。”……不知不

觉中，幼儿进入了角色和情景中，自娱自乐，自言自

语，带来极大的快乐，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三）基于学习，共话“偶乐”

我国的木偶种类很多，按表演形式可划分为三个

类型：第一类是演员在下操纵，木偶在上活动，如布袋

偶、杖头偶等；第二类是演员在上操纵，木偶在下活

动，如提线偶；第三类是演员在木偶身后操纵的，如铁

杖偶。以上三种类型的木偶又可分为直接操纵和间

接操纵两大类别。幼儿肌肉不发达，发育不够完善，

双手比较幼嫩，往往玩具店、市场上、街面上销售的木

偶不适合，偏大偏重又缺少“偶味”和童真稚趣。因

此，教师首先要按照幼儿的不同年龄特点和实际水平

创造性地制作适合幼儿表演的木偶，形象要夸张、美

观，并能激发幼儿的想象。如用海蚌贴画上眼睛、嘴

巴、耳朵做成有声响的呱呱偶；用乒乓球、药瓶画上五

官做成小人偶，动物偶；用塑料瓶、杯子、碎布贴上眼

睛、嘴巴、耳朵加上两根棍棒做成杖偶；也可用卡纸

折、做成的东西南北纸偶。这种简易掌偶、桌面偶、杖

偶等玩偶表现出的夸张和稚拙，操作上的简单和小

巧，往往激起幼儿喜爱木偶。正是对木偶的兴趣，也

才激起幼儿学习的兴趣。

（四）基于生成，浸润“偶益”

木偶的形式包罗万象，小偶人、小动物、花草树木

以至杯、盘、碟、桌子和椅子、苹果、菠萝等，不管有生

命还是无生命的东西，都可以变成童话角色，活生生

地动起来，唱歌、说话、跳舞。木偶这种幽默、谐趣而

又富有幻想性的玩具，在幼儿的眼中和心中，木偶是

有“生命”、“有个性”，是幼儿亲密的伙伴。中班“认养

小木偶”的活动，则是源于一次周五下午离园时，林老

师观察到的一个真实场景：游戏室木偶架上的“美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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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小木偶，静静躺在地板上。小朋友进进出出穿外

套，拿书包，没有谁去关注到在地上的小木偶，而一名

小女孩琪琪，进到了游戏室，看到了躺在地上的“美羊

羊”木偶，她马上蹲下身子，迅速地抱起了小木偶，把

她轻轻地放在怀里，还不停地摸着小木偶轻声细语地

说：“不要怕哦！我送你回家吧！”林老师目睹全过程，

紧抓教育契机，生成了“认养小木偶”活动，得到了幼

儿的积极参与。选木偶，找对象—做登记，办手续—

带回家，细照顾—当伙伴，同玩乐—结感情，爱常在

……生成的“认养小木偶”活动，幼儿把小木偶带入家

庭，成为家庭中的一员，在一个溢满爱心、充满爱意的

环境里“生活”。幼儿的纯洁和童真，在陪伴小木偶的

过程中进一步释放爱和智慧，情感、态度、习惯、能力

等各方面得到了发展。

三、丰富感受，搭架“偶动”环境

感受是外在感触对于内心产生的触动，是幼儿内

心世界对于外部事物的一种主观反应。幼儿美的感

知能力发展主要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各种感官具

体、形象的感受进行。刺桐幼儿园多年的实践探索，

积淀下丰厚的木偶文化，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搭架

了“偶动”的环境，促进了艺术文化交流。

（一）立足本土，“偶动”校园

泉州木偶文化的综合表现形式百花齐放、情趣盎

然。木偶形象有的诙谐逗趣，有的端庄典雅，有的英

雄气概……。由于泉州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

古至今始终以包容的态度面向世界，所以泉州木偶文

化也表现出了多元融合的特点。在每个学年开展的

“闽南文化进校园”、“校园木偶艺术节”等大型文化周

活动中，学园为幼儿营造了富有童趣的木偶教育环

境。通过布置木偶表演舞台，供不同群体为本园小朋

友轮流表演木偶剧，引导幼儿感受木偶剧的精彩与教

育意义。在这个舞台上，有泉州市木偶剧团专业演员

精彩的提线偶戏《花好月圆》、《小沙弥》和《猴趣》，有

教师表演精彩的布袋戏《老虎吞人》，有小班幼儿用纸

艺玩偶表演师生创编的偶戏《我是最厉害的大野狼》，

还有大班的幼儿表演师生创编的提线木偶戏《怕浪费

婆婆》等。在木偶创设体验区还鼓励幼儿跟老艺人学

捏木偶头等。小朋友年纪虽小，可他们对木偶戏热爱

的样子，专注投入表演木偶的神态特别惹人喜爱。师

生的倾情现演展现了在传承创新家乡优秀传统戏曲

文化，并将其融入幼儿园教育课程，实现课程与环境

的有效互动，促进幼儿发展的成效［12］。

幼儿园物质环境指有形有色的园舍布局、各种设

施设备。它是由幼儿园建筑样式、活动场地、走道楼

梯、花园草坪、室内外等社会空间环境构成的系

统［13］。幼儿园物质环境凝聚着开发者的知、情、意等

心理要素，它是幼儿在园看、玩最多的地方，最能引起

幼儿的反应。通过创设木偶名剧人物介绍版地、精彩

剧照版地、国内外木偶实物操作区等，吸引幼儿对传

统文化的关注，并进一步深入了解木偶文化的悠久历

史。教师在木偶文化课程的架构中将静态环境与动

态课程相结合，通过音乐、美术、游戏、表演、欣赏等多

种形式，使幼儿全面感受泉州木偶这一本土文化的魅

力。幼儿在感受的同时带着好奇心主动去探索、了解

木偶形象设计、木偶音乐情绪、木偶舞台表现、木偶文

学语言中的精彩纷呈，与木偶文化进行了互动共鸣，

其文化的感受力得到了提升。这种开放的环境蕴含

大量的美感信息，使幼儿充分获得美的感受和体验，

从而发展幼儿感受美、欣赏美的能力。

（二）放眼世界，“偶动”海外

幼儿教育是向下扎根的教育，是为幼儿幸福一生

奠基的教育，传承文化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职能［14］。泉

州是多元文化活态传承的典范，历史悠久的提线木偶

戏、布袋木偶戏以其精巧细腻、传神逼真的独特艺术

魅力享誉中外。国际木偶艺术节在泉州举办至今已

是第六届了，每年的国际木偶展演是国际木偶艺术交

流互鉴的窗口平台，来自海内外的木偶艺术团队都会

为泉州市民群众送上“好看、好听、好玩”的艺术盛

宴。刺桐幼儿园是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的

“泉州木偶戏的传承基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使

得每年都能获邀参加国际木偶展演，在“世界木偶艺

术大联欢”活动中与多个国家的木偶艺术家们同台献

演。五彩缤纷、异彩纷呈的木偶艺术，是人类文明和

智慧的结晶，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传承和发展深受

大家的关注。刺桐幼儿园小朋友在参与中亲身感受，

世界偶艺多元融合，木偶文化根植幼小心灵。

四、释放潜能，共创“偶育”环境

环境具备文化因素后，就自然产生育人功能，即

环境育人。活动室是幼儿学习、生活的主要场地，其

创设既要体现宽松、愉悦的氛围，也要凸显环境的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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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功能。各班级的环境创设从内容的制定，材料的选

择，总体都能尊重幼儿的自主选择，体现了文化传承

的新生态。

（一）区域环境，以美育人

区角活动是幼儿一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幼

儿在区角活动中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活动。在区

角材料投放时，适地、适宜、适时、适合地提供各种各

样的木偶，对幼儿动口、动手、动脑等能力的培养将起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教师首先要创设一个能满足幼

儿兴趣、需要、让幼儿体验成功和快乐的精神氛围和

物质环境，给幼儿充分的自由，让幼儿自主地选择木

偶进行游戏［15］。同时，应为幼儿区域游戏的开展提供

充足的时间和开放的空间，创设宽松而富有吸引力的

区域游戏环境，让幼儿在游戏中亲传统、乐求知、敢创

造。例如，“海绵大变身”区域环境，为幼儿提供了不

同造型、不同软硬度、不同颜色的海绵和各种捆扎材

料、装饰材料等，使幼儿在区域中探索材料，大胆利用

变形的原理制作各种生动、有趣的海绵偶造型，并运

用于木偶表演游戏中。自由活动和离园时，和爸爸、

妈妈，小伙伴一起边玩边表演，演绎着一段段充满爱

的故事。丰富的区域游戏木偶材料、宽松自如的游戏

氛围，支持幼儿探索与学习，体验与操作，促进幼儿语

言、社会、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均衡发展。

（二）主题环境，以文化人

随着木偶主题的开展，幼儿成为了学习与环境中

的主人，主题环境印记着幼儿的学习与发展。例如，

中班创设“动感木偶书”主题墙，体现孩子们在探索、

感受动感书的过程中产生的艺术创作灵感。“动感木

偶书”以轨道与迷你木偶相结合的方式，诠释了幼儿

对周围事物的美好感受以及美好追求，用异形书的方

式呈现童真、童趣、童心。大班创设“孩子们眼中的皮

影戏”主题墙，展示着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皮影偶精

品及来自幼儿手工创作的皮影偶作品，记载着孩子们

自制木偶台，为木偶做衣服的画面。将主题教育与美

育教育有机融合，既达到了教育性、互动性、参与性和

艺术性等环境创设的共性要求，又体现了“偶”化环境

的个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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