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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乡土环境创设现状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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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园乡土环境创设的实践与探索已持续了十几年，本研究根据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以闽南地区

为例对幼儿园乡土环境创设的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探究幼儿园中影响环境创设主题及其内容呈现的各种因素，以及教师在乡

土环创工作中的态度和行为，幼儿对乡土环创内容的接纳程度，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幼儿园乡土环境创设实施的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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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 Creation in Kindergartens

— 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Southern Fujian
Lin Jing

（Quanzhou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 The localization of environment creation in kindergartens has been practiced and explored for a dozen
year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and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akes southern Fujian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is initiative.
The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themes and presentation of environment creation in
kindergartens, teachers’attitude and behavior in the localized environment creation work, and young children’s
acceptance of the content, and puts forward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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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和

幼儿教师已经认识到：合理开发利用乡土资源，能够

建立园所优势特色，传承地方传统文化，培养幼儿爱

家爱国的情感。各地幼儿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乡土

课程研究，并以此构建园本课程体系，幼儿园乡土环

境创设也是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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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环境创设意味着幼儿园环境能够与当地的

物质、人文环境融为一体，还能与幼儿的教育活动有

效结合。对此，各地幼儿园纷纷开展了乡土环境创设

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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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幼儿园环境”、“本土”、“乡土”为关键词，对知

网、维普、万方等中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到较早的相

关文献包括：肖莎（2004）《谈乡土资源的利用》中第一

点就提到要“创设乡土化的教育环境”；［1］巩贤花，刘

丽娟（2006）《自然中取材操作中探究环境中展示——

谈幼儿园课程的乡土化实施》阐述了乡土化课程实施

中如何借幼儿园环境展示乡土化教育成果［2］；王薇薇

（2007）《浅淡农村幼儿园区域活动本土化》中谈到如

何因地制宜地结合本土资源创设环境［3］；叶蔚青

（2008）《挖掘乡土资源，创设农村幼儿园特色区域活

动》中强调要挖掘、利用乡土资源，为幼儿创设探索、

实践、创造的自主环境［4］；徐黎明（2009）《幼儿园乡

土环境系列设计》中展示了以乡土材料创设幼儿园

环境的案例［5］。可见幼儿园环境乡土化的实践与探

索活动至少已持续了十几年，今天，幼儿园乡土环境

创设的现状如何？本文通过对闽南地区各级各类幼

儿园在环境创设中对闽南文化主题的选择、教师的

态度和行为以及幼儿对该主题接纳度的调查分析，

研究幼儿园乡土环境创设的现状并提出合理的意见

与建议。

二、研究对象及方法

根据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共向闽南厦漳泉地区

发放问卷 277 份，有效回收 262 份，有效回收率

94.58%。以闽南地区幼儿园所处的地理位置，办学性

质，教师教龄等特征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样本情况如

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受访者中教师教龄在“5年以内”的占

大多数，这是由于本次问卷发放主要面向一线带班教

师，排除了专职行政岗位，一线幼儿教师队伍整体年

轻化，尤其是一些民办园教师流动性大，一线教师中

教龄在5年以上的可谓凤毛麟角。

本次研究采用自编问卷，以网络发放问卷为主、

现场发放为辅的方式，根据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获

得的研究数据运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三、调研结果与分析

（一）幼儿园环境创设主题的调查分析

1.幼儿园地理环境、办学性质、园所特色对园所环

创主题风格的影响

幼儿园地理环境与办学性质既是问卷分层随机

抽样的依据，也是数据分析的一个变量。园所特色是

在办园理念引领下形成的教育文化，包括师生共同认

可的教育理念、独特的管理模式、园本课程体系以及

与之相适应的幼儿园环境。结合课题分析问卷，笔者

将园所特色分为两类：一是闽南文化特色的幼儿园，

有教师在问卷中将园所特色直接表述为“闽南文化、

海丝文化、乡土文化”；也有结合所处地域特点的“高

山族文化、赤湖本土特色、灵水古村落特色”；还有以

某一内容为特色的“木偶、陶瓷、闽南古厝”特色等；另

一类是非闽南文化特色的幼儿园，包括蒙氏、奥尔夫

音乐、双语、思维数学、绘本、体育运动、国学等。园所

环创主题风格是指有的幼儿园环境（包括班级环境与

室外大环境）会有一个相对统一、持续的主题风格规

划；有的幼儿园是根据不同的时节选择不同的环创主

题；还有的幼儿园没有统一的环创主题安排，由各班

自主选择。

综合衡量这几个因素可以发现：

（1）村镇幼儿园在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方面更具

优势

村镇中闽南文化特色幼儿园约占43%，高于城市

的26%和区县的24%。乡土环创主题的村镇幼儿园

约占35%，同样高于城市的27%和区县的23%。村镇

幼儿园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在开发利用乡土资源方面

具备天然优势，从园所特色的选择也可以发现：“高山

族文化、赤湖本土文化、灵水古村落”这一类带有明显

地域特征的都是村镇幼儿园结合当地特点开发的园

所特色并以此创设幼儿园环境；“闽南文化、海丝文

化、海洋文化”这样略显宽泛的主题描述更经常出现

在城市幼儿园，正是由于城市幼儿园周边能直接感知

的乡土映像较少，更多地从宏观角度了解本土文化。

幼儿园地处

幼儿园办学性质

教师教龄

类别
城市
区县
村镇
总计

公立园
私立园
总计

5年以内
6-10年
11-15年
16年以上
总计

频率
93
87
82
262

130
132
262

170
44
24
24
262

百分比
35.5
33.2
31.3
100.0

49.6
50.4
100.0

64.9
16.8
9.2
9.2
100.0

表1 分层随机抽样基本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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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办园明显比民办园更加青睐乡土文化主题

如图1所示，从幼儿园办学性质看，有59%的公办

园以闽南文化为园所特色，50%公办园环境创设是闽

南文化主题风格的，远高于民办园3%和6.8%。可见

公办园更青睐闽南文化主题。民办园则更愿意采用

蒙氏、奥尓夫音乐、数学思维、艺术、体育这一类有较

为成熟的课程体系的内容为园所特色，且有半数的民

办园环境创设并无统一的主题风格。

（3）园所特色对幼儿园环境创设主题风格的影响

是显著的

从图1可以看到，闽南文化特色的幼儿园在环境

创设中如果有统一的、持续的主题风格，必然选择闽

南文化主题。非闽南文化特色的幼儿园在环境创设

中大部分也不以闽南文化为幼儿园的环创主题。可

见园所特色对幼儿园环境创设主题风格的影响是显

著的。

（4）诸多因素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

这几方面的因素对幼儿园环创主题风格的影响

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如上所述公办园更

青睐乡土主题，但也有4例民办园是以闽南文化为园

所特色和环创主题的。观察图1可发现这4个案例都

是位于更方便开发利用乡土资源的村镇环境之中，这

就是园所特色与所处地域两个因素共同对幼儿园环

创主题风格产生影响的结果。

2.园所环创主题与教师环创行为对乡土环创内容

呈现的影响

本次调查虽然没有向园长发放问卷或进行访谈，

但园所特色和环境创设主题的设定都从侧面反映出

园长确立的该园办园理念与园所规划。与之相对应

的是一线教师在工作中选择闽南文化作为环创主题

的频率，乡土环创内容呈现是指实际工作中闽南文化

主题在全园最终呈现的环创内容中所占的比例。具

体情况如表2：

如表2所示：仅15.6%的受访教师在环创工作中

“几乎不”采用闽南文化相关内容；“几乎没有”乡土环

图1 幼儿园地理环境、办学性质、园所特色对园所环创主题风格的影响

表2 园所环创主题、教师环创行为、乡土环创内容呈现统计分析

园所环创主题

教师选择闽南文化

主题环创的频率

闽南文化

环创内容占比

选项

无统一风格

闽南文化主题风格

其他主题风格

总计

几乎不

偶尔

经常

总是

总计

几乎没有

50%以下

50%-80%

80%以上

总计

频率

107

74

81

262

41

157

53

11

262

51

132

58

21

262

百分比

40.8

28.2

30.9

100.0

15.6

59.9

20.2

4.2

100.0

19.5

50.4

22.1

8.0

100.0

闽南文化主题风格

城市 区县 村镇

幼

儿

园

特

色

是

否

闽

南

文

化

园所环境创设是否有统一的主题风格

其他主题风格 无统一风格

城市 区县 村镇 城市 区县 村镇

幼儿园地处

闽
南
文
化
特
色

非
闽
南
文
化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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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内容呈现的幼儿园仅占19.5%。可见不论使用频

率及呈现效果如何，大部分的幼儿园或教师都尝试

过在环境创设工作中引入乡土题材，说明乡土化的

幼儿园环境创设已被广泛应用。综合衡量这几个因

素可发现：

（1）乡土环创内容的呈现是园所规划与教师个体

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园所规划与教师环创行为对乡土环创内容呈现

的影响在图2得到体现：乡土环创内容呈现较高的幼

儿园基本都以闽南文化为园所规划主题的，且园内教

师大多选用过乡土环创的内容；反之，“几乎没有”闽

南文化环创内容呈现的幼儿园大多（94%）“无统一风

格”或“其他主题风格”，且园内教师“几乎不”或“偶

尔”才选用乡土环创内容。说明园所规划与教师个体

环创行为对乡土文化的指向一致时，二者共同影响下

的乡土环创内容呈现结果也与二者的指向保持一致。

然而观察图2会发现园所规划与教师环创行为对

乡土环创内容呈现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正相关，它们在

个案中表现得更加复杂。在闽南文化环创内容呈现

在“80%以上”的前提下，有5位教师“偶尔”才选用乡

土题材，与研究人员的设想不符。访谈了解到，有的

是根据本班情况做出的选择：“我今年带小班，城市孩

子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多，所以选择了其他主题。”

还有分工的不同：“我们班的环创多由我的搭档组织

完成的，她美术比较好，我偏向音乐、语言领域。”以及

个人经验的原因：“我不是闽南人，新老师对这方面内

容不太熟悉，正跟着老教师学。”这5例源自教师个人

因素而产生的“偶尔”选项，在幼儿园整体规划为闽南

文化主题风格的影响下，园所乡土环创内容的呈现依

然达到“80%以上。而在规划采用“其他主题风格”的

幼儿园中有一位教师却“总是”选用乡土题材开展环

创工作，在访谈中这位教师表达了对闽南本土文化的

热爱，在不影响园所规划主题的情况下，会主动在环

创工作中选用闽南文化内容，凭一己之力将本园“几

乎没有”的乡土环创内容提升到“50%以下”。从这几

个案例中看出，即便教师个体行为与园所规划不完全

一致，二者依然共同对幼儿园乡土环创内容的呈现产

生影响。

80%以上

教师选择的频率

幼
儿
园
闽
南
文
化
主
题
环
创
内
容
占
比

园所环创是否有统一主题风格

50%-80%

50%以下

几乎没有

闽南文化主题风格 其他主题风格 无统一风格

几乎不 偶尔 经常 总是 几乎不 偶尔 经常 总是 几乎不 偶尔 经常 总是

图2 园所环创主题与教师个人选择对环创主题本土化的影响

（2）园所规划的乡土环创主题并未得到高效展现

图2显示，几乎所有乡土环创内容呈现达“80%以

上”的案例都是闽南文化主题环创风格的，与研究人

员的预测基本一致。然而，在设定闽南文化为幼儿园

环创主题的案例中有25例的乡土环创内容呈现仅占

“50%以下”，在访谈中得到如下反馈：“幼儿园门厅等

公共场所的环境，包括建筑风格一直是闽南文化特色

的，但各班环创都是结合本班情况另外选择主题。全

园综合看确实是50%以下。”这样的幼儿园并不在少

数，意味着这些园所的乡土环创主题规划浮于表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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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得到高效展现。还有3例选择“几乎没有”的教师

反馈：“我们园的环创主题是沙子（竹子），不是闽南文

化主题。”笔者在分析问卷时判断：沙子或竹子都是基

于闽南地域特点的产物，当属闽南文化的一部分，这

是受访者与笔者对闽南文化理解不同而导致的分歧。

（二）环境创设中教师态度、行为的调查分析

1.环境创设中教师态度的调查分析

（1）大多数教师对幼儿园环境创设乡土化持认可

的态度

问卷关于“您觉得在幼儿园开展闽南文化主题的

环创是否可行？”笔者划分了四个维度：“不可行”，持

完全否定态度的仅占2.3%，说明大部分教师对幼儿园

环境创设乡土化是持肯定态度的；“可行但不适合本

园或本班”，这是观念上的接纳伴随着行为上的否定

占7.6%，访谈中发现这部分教师的态度是“我听说过

这个，好像挺好的，但和我没什么关系。”；“可行，可基

于幼儿意愿选择”，持肯定但较为“佛系”的态度占

36.6%；“可行，可由教师适当引导”，过半数的教师表

达了完全接纳的态度，在访谈中说道：“传统文化非常

需要得到认识和传承，我们愿意更主动地引导幼儿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城市周边能让幼儿自然发现的

乡土资源较少，所以，我们会通过创设幼儿园主题环

境等方法，积极引导幼儿更多地关注闽南文化。”可见

大部分教师对幼儿园环境创设乡土化是持认可的态

度，甚至有过半数的教师愿意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方式

对待它。

（2）大部分教师对相关知识的学习态度是被动的

开展幼儿园乡土环境创设就要求教师对乡土文

化有一定的了解，在“你对闽南文化的了解程度”这一

问题中仅有1位教师表示有“专门地、系统地学习了解

过闽南文化”；有43.1%选择了“结合工作情况，需要用

什么学什么。”这部分教师表现出的学习态度是相对

被动的；有17.9%会“针对闽南文化中某些内容进行较

深入地学习、探索。”主动性较上一项略有提高：有的

教师由自身的兴趣提升了学习的主动性，还有一些以

木偶、陶瓷等某项具体内容为特色的幼儿园，因工作

需要使得园内教师会对特定内容进行较深入地学习、

探索，她们学习主动性有所提高，但不排除被动学习

的状态。有33.2%选择了“是闽南人，但从未系统地学

习过闽南文化。”她们由生活经验得来本土文化知识

在工作中“够用”，因此，并未主动学习。还有5.3%选

择“完全不了解”，问卷分析显示：其中大部分教师都

不是闽南人，她们没有通过生活经验获得相关知识的

渠道，同时，她们任职的幼儿园乡土环创内容呈现都

是“几乎没有”或仅“50%以下”，这意味着她们也没有

强烈的工作需求，失去了被动学习的动机，致使她们

不可行 可行，但不适合本园或本班 可行，可基于儿童意愿选择 可行，可由教师适当引导

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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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环创工作中教师的态度对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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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闽南文化完全不了解。可见大部分的幼儿教师对

待闽南文化的学习态度是与工作需求紧密相关的，用

什么学什么，不用就不学，处于被动状态。

（3）环创工作中教师的态度对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图3显示：持否定态度的教师在环创工作中的行

为表现与态度基本一致（大多都选择了“偶尔”或“几

乎不”）。而持认可态度的教师在环创工作中的行为

表现是呈正态分布于四个维度，说明她们在环创工作

中的态度对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在一些特殊的

个案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图3发现，有1位认为闽南文化主题环创不可

行的教师偏偏在环创工作中超高频率地“总是”选择

相关内容。问卷分析得知该教师所在园是以海丝文

化为园所特色和环创主题的，因此，她超高频率的行

为表现应该是缘于工作中上级的压力，表现在学习态

度上就是“结合工作情况，需要用什么学什么。”而唯

一一位“专门地、系统地学习了解过闽南文化”的教

师，在环创工作中的使用频率却不高（偶尔），访谈得

知：“我很喜欢闽南文化，所以，会去学习。但我手工

不好，环创工作更多地是由我的搭档完成的。”这是由

环创方面的工作能力与认知水平不匹配造成的。因

此，一名教师在环创工作中的行为表现是受多方面因

素影响的，教师的态度并非决定性因素。

2.环境创设中教师行为的调查分析

（1）教师对环创主题的选择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大部分教师都尝试过乡土化的幼儿园环境创设，

教师对环创主题的选择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如

表3所示，教师“在选择班级环境创设主题时考虑的因

素”频率分析结果表明：“园所特色与班级特色”、“幼

儿的兴趣导向”、“结合本地文化特色”、“现阶段教育

目标”，选择这四项的百分比均在50%以上，说明教师

注重环创工作的教育性，能将之与特色、兴趣、文化、

目标相结合。另三个选项选择频率较低，尤其是“听

取家长建议和意见”的选择比例仅20.6%，说明教师不

重视环创方面的家园合作。

（2）班级乡土主题环创的践行模式灵活多样

笔者就班级乡土主题环创的践行模式草拟了几

种方案，调查结果如下：

由表4可知选择“以上方法都可以，结合实际情况

灵活运用”的人数最多，说明许多教师在乡土主题环

创工作中并不拘泥于形式，方法灵活多样的，这在访

谈中感受得更加明显。包括选择了前三项的教师在

访谈中都会结合本园本班的实际情况说明自己的选

择，并表示如果具体情况发生变化，环境创设的践行

模式也会随之改变。

（3）践行乡土环境创设的困难集中在实践操作方面

表5显示：“闽南文化主题环境创设的难点”集中

在：“不知如何将闽南文化主题运用于幼儿园环境创

设”，“不知如何将该环创主题深入、持续地开展下

去”，担心“幼儿缺少相关知识能力储备，导致主题创

设有难度”三个方面，均为实践操作层面的困难，其他

选择频率不高。

（三）幼儿对乡土主题环创接纳程度的调查分析

本次研究是从教师角度观察幼儿行为、表现做出

的判断。调查显示：68.7%的教师认为幼儿对闽南文

化主题环创的感兴趣程度及参与意愿“与其他主题差

不多，取决于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否受幼儿喜爱。”

本园的园所特色与班级特色

上级的任务安排与主题指导

幼儿的兴趣导向

现阶段的教育目标

听取家长建议和意见

结合本地文化特色

注意特色与创新，应有别于其他
班级或其他幼儿园

总计

频率

185

110

169

142

54

146

112

262

百分比

70.6

42.0

64.5

54.2

20.6

55.7

42.7

100.0

表3 在选择班级环境创设主题时考虑的因素

表4 班级乡土主题环创的践行模式

以主题活动带动环境创设

以环境带动主题，进而回馈环境

幼儿园大环境结合班级小环境共同展开
以上方法都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总计

频率

42

92

18
110
262

百分比

16.0

35.1

6.9
42.0
100.0

不知如何将闽南文化主题运用于
幼儿园环境创设

不知如何将该环创主题深入、持续地开展下去

幼儿缺少相关知识能力储备，导致主题创设
有难度

教师对闽南文化了解不足

幼儿没兴趣

家长配合度不高

总计

频率

127

137

140

94

26

44

262

百分比

48.5

52.3

53.4

35.9

9.9

16.8

100.0

表5 闽南文化主题环境创设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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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还发现幼儿最乐于接受的乡土环创内容是他

们“熟悉的、见过的”（203例），其次是“新奇的、有趣

的”（147例）。可见，幼儿对环创主题的喜好不具明显

倾向性。正由于幼儿对所有主题的广泛接纳，使得乡

土环创具有可操作性。访谈中，教师们表示乡土主题

环创中幼儿参与的主要形式有：参观记录闽南特色的

内容；寻找发现乡土材料；探索乡土材料新玩法；手

工、绘画表现等。

四、建议

（一）加强城市人文建设

很多人以为幼儿园环境创设工作是从走进园门

以后才开始的，其实不然，一个足以对幼儿产生深远

影响的环境应当辐射到幼儿园周边社区乃至整个城

市。调查结果显示：村镇幼儿园更多地开展乡土环境

创设，正是由于她们所处环境在开发、利用乡土资源

方面更具优势。城区幼儿教师无论在意识层面还是

在环创工作能力上不仅不弱于村镇幼儿教师，甚至更

强，但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建设使得幼儿园周边的乡土

痕迹越来越少，增加了活动开展的难度。有教师坦

言：“有时候看着我们幼儿园较传统的环境氛围，会觉

得与周边高大上的小区环境格格不入。”因此，幼儿园

乡土环境创设的实施还需要城市人文建设的配合，在

城市中多保留一些“古早味”，如，泉州西街至今还保

留着古风貌，其周边几所幼儿园环境创设的乡土化程

度较高，它们与大环境和谐共处。幼儿在开展相关活

动时也可以带入更多的直接生活经验，让乡土主题活

动开展能够更深入、深刻。当然，城市人文建设的加

强也无法让乡土文化资源覆盖每一所幼儿园，但我们

可以通过博物馆、图书馆、民俗馆等公共文化资源的

普及，志愿者的公益活动等让幼儿园寻找乡土资源更

容易些；幼儿教师掌握的本土化知识更专业些；幼儿

接纳乡土主题更自然些，最终都可以在乡土主题环创

中得到反馈。

（二）提升民办幼儿园的科研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公办园明显更加青睐乡土文化主

题，民办园更愿意采用有较为成熟的课程体系的内容

作为园所特色，且许多民办园对环境创设主题并无明

确规划。这恰恰说明民办园科研能力较弱，她们奉行

“拿来主义”，而乡土课程与环境必须因地制宜，不同

地区的人文、资源、传统都不一样，没办法拿来就用，

这就造成了民办幼儿园很少采用乡土主题，创设乡土

环境的现状。造成科研能力弱的原因有很多：民办园

的师资力量薄弱；教师流动性强；参加培训学习的机

会少；老板资本至上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困

难。调查中发现，有的民办园确实是以数学、奥尔夫

音乐等“现成的”课程体系为园所特色，但她们在环境

创设中结合主题利用乡土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乡土特色，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方法。民办教师科研

能力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可以先结合本园现有的课

程体系，从局部和细节做出改变，乡土题材可作为她

们科研尝试的起点，乡土化意味着不仅是孩子熟悉的

也是教师熟悉的，是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乡土材料

耗费金钱较少，且材料丰富具有低结构的特点，符合

民办园的实际情况，降低了民办教师们迈出科研第一

步的难度。

（三）优化幼儿园乡土环境创设的呈现效果

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乡土环境创设是园所规划

与教师个体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已被广泛应用。

然而半数幼儿园的乡土环创内容呈现是在“50%以

下”，过半的教师只是“偶尔”使用，还有相当大的提升

空间。许多规划了乡土环创主题的幼儿园都没有真

正高效展现乡土内容：仅仅在公共场所这样的大环境

中体现的本土文化，以建筑装修风格为环创主要表

现，更换频率低，没有班级主题活动与班级环境创设

的跟进，能对幼儿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要实

现幼儿园乡土环境创设效果的优化就需要各园摆脱

“面子工程”，从教育的角度思考乡土环境创设的出发

点、意义、实施办法，将环境创设与园本课程相结合，

让环境真正成为幼儿的“第三位教师”，而不是对外展

示的形象窗口。同时，还应该加强教师的理论学习，

吃透园本课程，理解乡土文化，能够知其然知其所以

然。一线教师对环创知识及乡土文化的掌握程度，工

作中的经验及思考，都可以让环境更好地发挥教育作

用，实现与幼儿的有效互动，保证主题活动的深入开

展，促进环境对幼儿产生正面影响，最终实现优化幼

儿园乡土环境呈现效果的目标。

（四）提高乡土环创工作中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教师对幼儿园环境创设乡

土化持认可态度，但她们在乡土环创工作中的态度和

行为较为被动，要用才去学，学了马上做。而幼儿教

育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环境对幼儿的影响更需要

长时间地潜移默化，教师们现学现卖的做法缺少的恰

恰是长期规划。这种现象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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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幼儿教师们成长于洋文化至上的年代，对传统

文化的接受度不高，提高她们对本土文化的了解认识

将有助于提升她们的内在驱动力。从社会层面看，需

要提升全社会对本土文化的认可程度；从高校层面

看，可以多结合乡土文化促进课程思政建设，从职前

教育普及到职后教育，为传统文化缺失的当代幼儿教

师补补课；从幼儿园层面看，应营造平等互助的学习

氛围，以老带新，这里的“老人”可以是在乡土环创工

作中有所建树的老教师，也可以是熟悉当地文化的

“老闽南”人。人们往往注意到环境对幼儿的影响，但

长期工作于此的教师又怎能不受幼儿园环境的影

响？除了对乡土文化的接纳认可外，内在驱动力的形

成还需要加强环境创设方面的专业学习，以一颗爱孩

子爱教育的赤诚之心主动地、有计划地完成乡土环创

工作。

（五）解决乡土环境创设中遇到的困难

调查显示：践行乡土环境创设的困难集中在实践

操作方面。每一所幼儿园的实际情况都有所区别，乡

土环境创设意味着需要因地制宜，也意味着它可以有

思想理论方面的指导，但没有现成的样本可照搬，在

工作中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实践创新能

力。幼儿园帮助教师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有：加强园

际交流活动，开阔教师视野；组织园内教研活动，增进

教师间的交流；邀请专家、民间文化传承人入园，给予

教师专业引领；以科研带动实践工作，促使教师思考；

以老带新，加速新教师成长；定期检查反馈，及时调整

方向。当教师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应主动寻找解决

办法，观察幼儿表现，寻找突破口；及时回溯反思，优

化实施方案；向同行求助，三人行必有我师；查找书籍

文献，吸收相关知识；请教专业人士，明确前进方向学

习专业知识；加强家园合作，集思广益。

（六）促进乡土环境创设工作中的家园合作

调查显示：教师在开展幼儿园乡土环境创设工作

时并不重视“听取家长的建议和意见”。幼儿教师更

习惯于在幼儿的行为习惯培养、安全、保健等方面与

家长沟通。目前，环境创设中最常见的家园联系是：

请家长协助搜集环创材料，并未说明材料用途。网络

上也有不少家长针对这类“幼儿园作业”的吐槽。事

实上，环境创设尤其是乡土环境创设中的家园合作必

不可少，首先，家长群中藏龙卧虎，有些家长如博物馆

研究员，非遗传承人等在乡土文化领域具有专业性；

还有的家长基于他的成长经历、兴趣爱好等因素了解

甚至精通某些领域的内容；“土著”家长们对乡土文化

的认识也十分丰富，只有良好的家园互动，有效的沟

通才可以充分挖掘家长资源，有助于乡土环境创设工

作深入持续地开展；其次，沟通方式的改变也十分必

要，如上文所述的“幼儿园作业”是以教师方式单向要

求家长的，教师可以改变沟通方法，将活动目标和需

求详细地告知家长，让家长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再

要求家长搜集的材料变成建议搜集材料，能大大降低

家长们完成作业的抵触情绪，还可能收获家长基于自

身经验根据活动目标和需求提供的新思路、新材料，

丰富乡土环境创设的内容。

（七）积极引导幼儿关注乡土文化

调查显示：幼儿对环创主题的喜好不具明显倾向

性，他们愿意接纳各种各样的主题。因此，我们讨论

的重点就由幼儿能否接受乡土文化变为是否应该主

动引导幼儿关注乡土文化。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幼

儿是教育的主体，是环境的主人，教师应尊重每一位

幼儿，那么，教师的强化引导是否违背了这一理论？

其实不然，正如幼儿的爱国之情需要教师有意识地引

导，爱家乡、接纳传统文化的情感同样需要教师的主

动培养，幼儿教师有必要创设适合幼儿的、体现爱国

爱家情怀、展示传统文化的有准备的幼儿园环境，积

极引导幼儿关注乡土文化，实现与环境的有效互动，

在尊重幼儿的前提下共同选择幼儿感兴趣的内容转

化为活动主题，并在主题活动逐步开展的过程中反馈

于幼儿园环境，引起幼儿更多的关注，产生更深刻的

了解和认识，再以主人翁的态度投入到下一个乡土环

创主题内容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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