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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 has important educational value for children’s developmentin the potential
cultural, aesthetic, life and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its environment creation. Educators should strive to
explore the metaphorical value of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 creation. Before the building of kindergartens,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huma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ature of kindergartens, mobilize the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al experienc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creation, stimulate children’s creativity,
transcend the integration of children’s existing experience and material delivery, and reflect the metaphorical
value of regener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growth after th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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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学前教育空间再造

摘 要：幼儿园环境对幼儿发展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体现在环境创设潜在的文化意蕴、审美意蕴、生活意蕴、生态意蕴，教育

者应努力挖掘幼儿园环境创设的隐喻价值。在创设前应通悉幼儿园人、物及精神内在，在创设中应调动幼儿内在经验与环

境互动融合，激发幼儿的创造性，超越幼儿已有经验与材料投放相契合；在创设后应再生与延展环境的隐喻价值与幼儿成

长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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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名学者威尔森（Wilson）指出，幼儿园教育

与环境教育这两个领域是可以整合的，而且是众望所

归，环境教育可以协助年幼的孩子在发现周围的世界

时更了解自己，推行幼儿环境教育是必要的［1］197 。《幼

儿园工作规程》中也明确提出，必须创设与幼儿发展

相适应的教育环境，并特别强调教育环境在幼儿发展

中的巨大作用。儿童的发展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

的结果，儿童必须依赖于周围环境的交流，才能了解

自己、了解环境、才能发展出完整的人格。幼儿园的

环境是幼儿的第三位老师，它对幼儿的教育影响，正

是通过其隐喻价值潜移默化地对幼儿进行熏陶，促进幼

儿的身心健康发展。作为教育者如何深入挖掘幼儿园

环境创设中的潜在教育价值值得深入探讨和持续关注。

一、幼儿园环境的隐喻价值

“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昔孟

母，择邻处。”自古以来，人类对环境对人的影响有着

深刻的理解。幼儿园的环境不是一种自然自发或随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3期

意设置的环境，而是教育者根据教育目标、着眼于幼

儿身心发展的需要而精心创设的“适宜”的教育条

件［2］。维果斯基曾说过：“主动的幼儿与积极的环境

合作才产生发展”［3］。可见，幼儿园环境创设是教育

者为幼儿创设看似随意实则精心设置、巧妙构思能引

发幼儿与之显性或隐性互动的情景与场景。

幼儿园环境中的自然因素和人工因素是与教育

者及幼儿紧密联系的、相互作用的、显性的、物化的空

间，也是相互影响的隐性的、潜在的空间。例如，空

气、阳光、水和花草树木等自然因素与建筑物、灯光、

玩教具、材料的投放等人工因素，是如何产生作用刺

激幼儿的各种感官，激发幼儿主动参与、游戏、学习，

通过感受和体验不断获得成长的？这就需要教育者

精心预设。幼儿园环境的隐喻价值包含着文化的传

承、生活经验的传递、美的熏陶与感受、心灵的释然与

愉悦、潜能的激发与释放等隐性的教育意蕴。幼儿天

生具有好奇、好探索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对周围环境

的注视、观察、跟踪、操作、提问、探究等。怎样刺激的

环境就会带给幼儿一个怎样刺激的印象，幼儿园环境

就像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师，静静地发挥着其特殊的、

潜在的教育价值，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获得身体和心

理的和谐发展。

（一）文化意蕴：滋养幼儿的精神生命

高质量的幼儿园环境是真正属于幼儿的环境，有

着幼儿园特有的文化标签和符号，幼儿嬉戏、学习、生

活于其中，可促进幼儿人文素养的形成。幼儿人文素

养的培养始于幼儿人性的自觉，形成于心灵的自悟、

灵魂的陶冶，落脚于幼儿情感的升华。由于幼儿年龄

阶段的特点，其理解与感悟能力有限，幼儿往往缺乏

对事物全面分析和综合推理的能力，因此，任何空洞

抽象的口号宣传、理论说教都不能符合幼儿教育的特

点，更无法让幼儿实现真正地内化，而通过文明有序

的常规、和谐有爱的师幼关系、热情融洽的家园互动、

充满童趣和教育意蕴丰富的环创风格等，才能真正地

给幼儿带来精神世界的充实和丰盈，净化心灵，陶冶

情操，培养善良的美德。

皮亚杰认为，儿童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积极建构

其知识体系，从而获得智力发展的［4］。幼儿园环境的

隐性文化意蕴为幼儿知识与经验建构提供了积极交

互的氛围。例如，幼儿园建筑设计风格、园区环境风

貌和人文风貌、设施配备、室内环境布局与陈设等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应的文化传承、民俗风情、教育

理念、思想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对幼儿教育期望值等

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逐渐形成幼儿园特有的文化积

淀和文化意蕴，它就像生命的营养素源源不断地滋养

和丰富幼儿的精神生命。

（二）审美意蕴：点亮幼儿的审美灵魂

世界上从来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优美的幼儿园环境使幼儿的生活处处萌发着美，它能

激发幼儿发现美、感受美、体验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

灵感，以艺术点亮幼儿审美的灵魂，这是幼儿园赋予

幼儿强大的内心力量和最珍贵的童年礼物。例如，在

幼儿园美的世界里，室内外明丽和谐的色彩布局、园

内花花草草的灵动点缀，独具个性的主题装饰与表

达、生动有趣的卡通造型、游戏区角的丰富多样的材

料别具匠心地投放，让整个幼儿园环境充满了生命的

张力和艺术人文气息，艺术性地带给幼儿太多的是爱

与温暖、幸福与感动，激发每个幼儿以自己的方式表

达着对美的理解和对生命的感悟。尚美的幼儿园环

境能启迪幼儿积极主动地用自己的方式与同伴交流

分享美、创造和表现美，并让幼儿充分感受身心愉悦

与幸福，享受美的氛围，从而进一步激发他们对美的

热爱和感受，以及创造美的欲望。

（三）生活意蕴：启迪幼儿的生存智慧

陶行知先生主张生活即教育，儿童的生活才是儿

童的教育，要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儿童解放出来［5］156 。

处处充满生活气息的幼儿园环境，如，区域游戏的“社

区医院”、“银行”、“理发店”、“小厨房”等，既接近幼儿

已有生活经验，也能激发幼儿模仿、感知、操作、体验

的兴趣，使幼儿在看、听、摸、做的角色体验过程中建

构认知，形成某些观念，习得粗浅的生活知识与经

验。充满生活意蕴的幼儿园环境，在悄无声息中丰富

了幼儿的生活经验，开启了幼儿的生存智慧，为幼儿

快速地适应生活与融入社会奠定了基础。正如蒙台

梭利指出，环境就是儿童能够自主活动的场所，是儿

童生活的实验室［6］。幼儿是幼儿园环境的主人，幼儿

园的环境创设应符合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符合幼儿

的发展需要，尤其是要符合幼儿的生活设计，才能进

一步提升幼儿的生活经验水平。

（四）生态意蕴：通达幼儿的自然生命

陈鹤琴先生曾提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

材”。大自然是最好的教科书，对幼儿的身心具有滋

养的价值。西方的很多研究也证实了这样的结论：一

个自然化的校园，能孕育出更多幻想，更完整的扮演，

更平等的伙伴关系，更旺盛的求知欲［7］104-105 。充满自

然气息的幼儿园环境，幼儿可玩沙、踩水、捡树枝、拾

果子、捉虫子、钻木屋、睡帐篷……他们要去听、嗅甚

至是尝，他们要去打滚、钻爬、躲藏，他们要交谈、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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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发呆……这些都是幼儿与自然相处的方式，也是

对于自然的“可供性”的享用［8］。幼儿会在玩水中体

验沉浮的乐趣，在玩沙中探寻挖宝的欢愉，在奔跑中

呼吸新鲜的空气，感受自由的快乐……亲近自然的幼

儿园环境会给幼儿留下了五彩斑斓的童年，崇尚自然

才是孩童时期应该长成的样子。幼儿的发展是从出

生的自然生命不断赋予其社会性的过程，充满生态意

蕴的幼儿园环境其自然性能够刺激幼儿天性的释放，

身心愉悦，通达自然生命。蒙台梭利指出：“儿童只有

在一个不受约束的环境中，即在一个与他的年龄相适

合的环境中，他的心理生活才会自然地发展并展现他

内心的秘密。”［9］96“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

回”古人尚如此，何况现在的幼儿生活在水泥钢筋世

界里，亲近自然的幼儿园环境会给幼儿留下太多美好

的回忆。幼儿园环境创设的生态意蕴，将影响幼儿从

自然中获得的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及丰富的知识经验，

这是人类构建“亲自然”的文化价值的前提和基础。

二、幼儿园环境隐喻价值的提升策略

目前，幼儿园教师在环境创设中往往通过剪、画、

粘、贴等方式创设出成人认为很美的环境，忽视了幼

儿园环境创设的主体——幼儿，忽视了环创与幼儿发

展的关联，缺乏对环境隐喻价值的探究和关注，从而

使创设的环境缺乏幼儿意识，过于注重环境创设本

身，停留在为创设而创设的层面，忽视幼儿的真实需

要。缺乏幼儿意识导致环境创设与幼儿的生活、幼儿

园课程内容相互脱节，从而使环境创设停留在低层次

的观赏阶段，这必然导致幼儿园环境缺乏隐喻价值，

使环境缺乏灵魂与生命，成为不灵动的死环境。低层

次的幼儿园环境也不能给幼儿预留感受和体验的空

间，忽略幼儿发展与环境的动态关系，难以激发幼儿想

象与创造，使环境与幼儿交互作用缺失。如何提升幼

儿园环境的隐喻价值，值得教育者深刻反思与践行。

（一）创设前提：通悉幼儿园人、物及精神内在

物理世界本身不会自动地成为幼儿园的教育环

境，只有当材料进入人的活动视野，作为认知对象并

被艺术地加工成为幼儿喜闻乐见的专用场所、设施、

音像作品甚至特种玩具时，才成为幼儿园的教育环

境。大自然本身无所谓教育与非教育，而是被人为地

赋予各种含义，寄予了教育意蕴。因此，幼儿园环境

在规划和创设初期，教育者应明晰幼儿身心发展的特

点和规律，了解幼儿已有的经验基础和学习特点，理

解幼儿园人文精神的内涵，清楚幼儿园物质材料的特

性及现有可利用的资源，坚守科学的教育观和儿童

观，明确幼儿园的培养目标等，才能将各种因素与幼

儿园的物质要素相互融合渗透，赋予其潜在的教育意

蕴，形成幼儿需要的教育环境，了无痕迹、悄无声息地

促进幼儿发展。

例如，小班主题环境创设——“春天里”，其分为

四个版块：“春天在哪里”——“春天的秘密”——“春

天真美丽”——“我眼中的春天”。教育者在进行环创

时需要思考：小班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是什么？主题

环境创设的目标是什么？春天的气息怎样表现，幼儿

园的大环境中有哪些花鸟鱼虫在春天有哪些明显变

化？通过什么样的辅助材料投放能够引发幼儿寻找、

发现、感受、表现春天等，明晰相关问题，才能创设隐

喻价值丰富的教育环境。

（二）创设重点：调动幼儿内在经验与环境互动融合

在幼儿园教育中，除了同伴互动、师幼互动和家

园互动外，幼儿与环境的互动也至关重要，它是幼儿

探索、感受、体验与适应环境的重要一环，一个有启发

性和支持性的教育环境能始终吸引着幼儿，激发幼儿

的想象和创造，并自主地参与环境的互动，从而使幼

儿成为环境的真正主人。如，植物角，小班的老师投

放了放大镜，小班的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利用放大镜

去探究萌芽的小草和草地上的小蚂蚁、西瓜虫等；大

班的老师投放了测量工具，大班的幼儿自发地测量自

己的小绿植，并主动填写观察记录，还发散思维制作

了不同的测量工具。

生命本身也是一种能量，它能够通过不断地完善

外界环境来不断补充自身的能量，并能持续发挥创造

能力［10］。幼儿的潜能正是随着幼儿不同阶段的发展

逐渐被激发的，因此，无论是主题环境还是区角环境

都需要定期更新。幼儿园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幼儿的

教育元素在更新与变化中带给幼儿新的刺激和感受，

促进幼儿新的知识经验建构。动态的幼儿园环境意

味着环境创设需要在内容上、表现形式上不断地变

化，并且这种变化不仅要符合幼儿认知发展的规律特

点，能表达所要展现的教育内容，还要能激发幼儿与

之不断地互动，才能让环境真正活起来［11］。幼儿在

与“活”的环境的互动中能不断地调动自身的内在经

验，使认知获得全面的刺激，生成新的经验，既是幼儿已

有经验与环境的互动融合，也是环境育人的重要表现。

（三）创设难点：激发幼儿的创造性，材料投放

与超越幼儿已有经验相契合

幼儿是幼儿园环境的主体，也是环境创设的重要

参与者。依据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幼儿园环

境创设应能激发幼儿的创造性，环境情景设置与材料

投放既要能超越幼儿已有经验，又要能激发幼儿不断

地尝试最终获得成功体验，生成新的解决问题的经

验，换而言之，适当高于幼儿已有经验的环境创设，这

是幼儿园环境创设的难点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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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应根据幼儿不同年龄段身心发展的特点，

为环境创设提供适宜的教育资源，如，室外投掷区可

根据幼儿投掷经验，设置不同远近和高低的距离，满

足不同层次幼儿投掷的需求和经验提升；再如，建构

区材料的投放，既有单一积木材料，也有适当的辅助

材料，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建构经验既可以选择单一

材料也可以选择混合材料进行建构。这样能够合理

地把握幼儿、教师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创设有挑战性

的游戏环境更能激发幼儿的探究欲，促使幼儿合作的

形成。幼儿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出现的疑问或困惑，教

师随时提供支持、引导和帮助，以促进幼儿新的经验

生成与建构。

（四）创设亮点：彰显特色与幼儿个性化成长的

交融

高品质的幼儿园环境是彰显园所教育思想、凝练

园所教育智慧的文化名片，也是幼儿园独具一格的气

质彰显。每个幼儿园都有自己独特的地域、空间、教

师资源、家长资源、社区资源等，在环境创设中会自然

而然地贴上自己的标签，形成独具特色的幼儿园环

境。幼儿是有意识与能动性的社会性群体，他们有自

身的兴趣、需求、灵性和思考［12］。如何将幼儿的个性

化成长与幼儿园环境创设的特色彰显交相融合是幼儿

园不懈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幼儿园环境创设的亮点。

例如，我园有沙水、山坡、草地、种植和宽阔的交

通环道等丰富的户外游戏资源，户外体验游戏环境的

创设是我园特色，在户外体验游戏环境创设中，教师

引导幼儿自由讨论想玩什么，需要什么材料，怎样准

备材料，如何制定游戏规则，怎样开展游戏，游戏后如

何完善规则和丰富游戏材料，通过这种方式让幼儿经

过多轮的体验与验证，创设幼儿自己的户外体验游

戏环境，提高游戏质量。这是一个自主游戏与深度

学习的过程，促进幼儿个性化的成长。每个幼儿都

是不一样的，幼儿个性化成长需要多元的、丰富的、

多样化的情景创设和材料刺激，教育者对幼儿园环

境创设特色的思考与理解，最终通过物质材料的互

动显性展示与精神语言隐性彰显，形成别具风采的

幼儿园教育环境，这位不会说话的教师，默默地引导

幼儿与环境的不断互动，相互作用与影响，促进幼儿

个性化发展。

（五）创设后记：再生与延展隐性意蕴与幼儿成

长交相辉映

无论是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还是主题环境或区

域环境的创设，它有阶段性也有延续性，因为幼儿的发

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决定了幼儿园环境创设不是一

成不变的，而是一项没有终点的工作，也是一个随着幼

儿发展的需要不断变化、更新和生成的过程。随着课

程内容的变化和深入，材料的丰富和更新，环境的隐性

教育意蕴不断地有新的生成与延展，默默地推动幼儿

的发展。幼儿随着知识、经验的不断丰富，他们与环境

的互动中不断地有新的发现和思考，进一步丰富环境

的内容创设，如此循环往复，螺旋而上，形成了幼儿园

环境创设的隐性教育意蕴与幼儿的成长交相辉映。

概而言之，幼儿的自主学习不是完全自发的学

习，更不是单纯依靠自我来实现的，而是需要教师

的引导和环境的支持［13］。一个幼儿性格的形成及

能力的发展，生长环境的影响是重要的因素，一个好

的环境能够影响一个幼儿的未来，而好的幼儿园环

境离不开丰富的隐喻价值。教育者要充分的利用相

关资源对幼儿园的教育环境进行设计和改造，让幼儿

所处的学习环境有利于健全人格的发展，有利于认知

与学习品质的发展，有利于良好习惯和品性的养成及

身心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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