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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育人环境的创设对人才培养尤为重要，本文基于陈鹤琴的学前儿童环境教育理论，通过文献法归纳了

其环境创设的原则与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践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前教育专业育人“活环境”，包括智能化的“数字环

境”，自然创生的物质环境，主体导向的精神环境，与课程一体化的综合环境，兼容并包的校本环境，实践导向的育人活环境，以

期为学前教育专业环境创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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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reation of Educational“Lived Environment”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en Heqin’s Theory of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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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 Colleg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sed on Chen
Heqin’s environmental the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ts environmental cre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meth⁃
od. On this basis, through practical exploration, it forms a unique“living environment”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including intelli⁃
gent“digital environment”, natural material environment, subject-oriented spiritual environment, integrated environment with curricu⁃
lum, inclusive school-based environment and practice-oriented educational lived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re⁃
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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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至今，学界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斐然，先

生虽已作古，但其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堪称典

范，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934年，在中华儿童教育社的社歌中，提出

了“活教育”理念下教师的成长路径，即“发现小

孩，了解小孩，解放小孩，信仰小孩，变成小孩”，

“学以成童”是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成长的价值

追求及目标所在，它体现幼儿与幼儿教师的交互

主体性，重新审视了儿童发展的主体性，凸显了

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何以成童？陈鹤琴在中

国首次系统论述了幼稚园环境理论，从荀子“近

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观出发，论述了环境育人

的重要作用，阐述了环境与儿童发展的关系，他

认为幼稚园环境应该是中国化的，时代化的，包

括大自然与大社会，渗透科学性与审美性，环境

终究应该为儿童发展服务，无疑“活环境”是“成

童”的重要途径。2012年教育部制定《幼儿园教

师专业标准（试行）》，强调以“幼儿为本，能力为

重”，强调教师具备幼儿发展知识与环境的创设

与利用能力，追随陈鹤琴的“活环境”理论并予以

实践，无疑是培养新时代幼儿教师必然选择。

一、陈鹤琴的儿童环境教育理论

环境教育理论是陈鹤琴众多教育思想中的一

个分支，除《论幼儿园的环境布置》（1951年演讲稿）

等几篇小文以外，其环境教育理论更多地散在先生

其他教育思想中，如“幼稚教育之原则”、“儿童游戏

与玩具理论”，正如南京师范大学秦元东所讲“陈鹤

琴先生是我国从实践角度深入、系统地探索幼儿园

环境创设的第一人”［1］，本文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

从陈鹤琴先生整个幼稚教育理论中探寻环境教育

的思想理论，正如于《论语》中探析孔子思想，力求

通过梳理先生整个教育理论全面反映其环境教育

思想，为现代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一）关于环境的释义

关于环境的内涵，陈鹤琴有比较直接的论

述，他认为“‘环境’两字，普通是指儿童所接触的

那些静的、呆板的物质。其实，凡是可以给小孩

刺激的，都是他的环境，一切物质都是他的环境，

人也是他的环境，而且人的环境，比较物的环境

还要重要”［2］。诚然，这种环境观包括物质环境与

社会环境，兼具显性环境与隐性环境，同时指出

“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对孩子的重要性。

陈鹤琴认为物质环境包括室内环境与室外环

境两部分［3］，室外环境要突出自然性，可以布置花

坛、菜地、小动物园，通过户外的环境设置让儿童

获得劳动教育与认识自然界的目的，同时室外还

要有游戏器材（沙土车、滑梯等）；室内环境主要凸

显教育性，室内要有丰富的设备和玩教具。精神

环境，陈鹤琴认为重在人的环境，尤其是教师的作

用，教师应该与幼儿建立一种平等、互动、合作、

自主的和谐的师生关系［4］，他反对教师以权威和

控制者自居，提倡教师要身体力行去表明与达成

对幼儿的理解与尊重，加强师幼之间的理解、沟通

与合作，为幼儿成长提供宽松自由的环境。作为

幼稚园的教师，需要对儿童热爱和公平，具有优良

的品质，这些都体现了幼稚园精神环境的人文性，

彰显了以儿童本位的精神环境观。

（二）环境对儿童教育的价值

陈鹤琴高度重视环境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

无论是家庭环境还是幼稚园环境，无论是显性抑

或隐性，他都在不同的文章及演讲中提及，通过

自身经历与子女的成长过程，举例论证了环境对

儿童发展的影响。他提出“小孩子的知识是由经

验得来的，所接触的环境愈广，所得的知识愈

多。所以我们要使小孩子与环境有充分的接

触”；“应根据幼儿的特点，多给幼儿感性的知识，

创造各种环境和条件，多让儿童接触大自然和大

社会，多观察，多活动，扩大他们的眼界”3］。陈鹤

琴曾经提出了幼稚教育的十七条教学原则，其中

一条原则即“注重环境，利用环境”［5］，大自然大社

会都是活教材，要充分利用周围的一切环境为儿

童发展服务，做一个成功的教师，要仔细研究环

境中的许多东西，把初看没用的东西经过研究变

成很好的教材、教具。

针对环境功能的作用机制，他认为孩子生来

大概都是好的，皆因后天环境的关系，造就了孩

子之间的好坏差异，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比成年人

要大［2］。对于人的环境影响，他从儿童心理学的

角度出发，认为孩子是好动、好模仿的，所以周围

人的行为、举止、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反应。

陈鹤琴认为当时幼稚园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

儿童与环境接触太少，在游戏室时间太多，他对这

种封闭式的幼稚教育表示愤慨，把这种幼稚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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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幼稚监狱”［6］。不同的环境可以给孩子不同的

教育和发展，比如游戏环境让孩子获取快乐，进而

发展各种感觉能力，扩大知识经验；劳动环境可以

让孩子独立做事，培养自理自立的能力等。

（三）为儿童创设怎样的环境

围绕环境的创设，陈鹤琴提出了环境的分类

和具体方法。为了使孩子得到全面、均衡、和谐

的发展，要创设丰富的环境。陈先生对环境的分

类主要包括：游戏的环境、劳动的环境、科学的环

境、艺术的环境和阅读的环境。

游戏是最为陈先生看重的儿童本能，他认为

游戏是儿童的生命，通过游戏可以给儿童快乐、

经验、学识、思想和健康［6］。无论是家庭或是幼稚

园，首先是要给孩子提供游戏的环境，其中最重

要的环境要素即玩具。

劳动的环境可分为劳动的物理环境与社会

环境，相对而言，他更强调劳动的社会环境。作

为父母和教师要给孩子提供劳动的机会，比如孩

子的起居饮食种种事情，放手让孩子去做。

“科学”在陈鹤琴的环境理论中包含了两层

含义：“科学的”环境与“科学”的环境，一是指环

境要具有“科学性”，二是指要提供“科学领域”的

环境。比如自制的简陋电话、磁石磁针等。环境

的“科学性”是陈鹤琴环境创设理论中一条基本

原则，无论是玩具的选择，还是图书和劳动工具

的选择，都要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

“科学”的环境则强调重视儿童科学素养的培养，

发展孩子关于科学方面的技能和兴趣。

艺术的环境包括三个方面：审美的环境、音

乐的环境、图画的环境。首先，陈鹤琴认为爱美

是儿童的天性，优美的环境可以培养儿童的情

感，陶冶儿童的性情，环境应该给孩子提供“美”

的艺术，带来美的体验；其次，陈鹤琴非常重视儿

童的音乐教育。他认为儿时是音乐教育的“关键

期”，音乐的环境包括物质与人文两个方面。幼

稚园的设备应该配备钢琴，中国乐器，如小鼓、小

锣、木鱼等［7］；再次，要给孩子提供图画的环境，绘

画是言语的先导，表示美感之良器，先要给孩子

提供画图的机会，带领儿童观察生活和自然界中

常见的动植物，绘画要源于生活实践与观察。

阅读环境指阅读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两

方面。要尽早为孩子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使他

们认识书籍，爱上书籍，从此步入书籍的海洋之

中，并且毕生视其为生命的伴侣和导师。

（四）陈鹤琴环境教育理论中蕴含的环境观

“活教育”理论全面反映了陈鹤琴关于环境

创设的原则、特点，可以概括为环境的综合性、自

然性、游戏性、生活化、适宜性、审美性与科学

性。审美性与科学性渗透在陈鹤琴整个环境创

设过程中，在前面已经做了介绍，不再赘述，现就

其他环境观逐一论述。

1. 环境的综合性

环境的综合性也可称为“整体性”，强调环境的

协同作用，陈鹤琴提出了“五指活动”与“整个教学

法”，他强调幼稚园的课程是整体性的，在环境创设

中也要注重不同领域环境之间的联系。任何一种

环境都可以为其他领域活动服务，比如阅读的环境

也要体现教师和儿童的社会交往、同伴的互动，同

时也可以和艺术领域的画图相结合。一种环境可

以为儿童多方面的发展服务，比如户外种植、饲养

环境能够给儿童提供健康、艺术、社会、科学领域的

活动，通过种菜和饲养小动物，儿童能够从中认识

植物和动物，从劳动中获得身体的锻炼，在户外环

境中获得艺术的美感，同伴的合作能够增强社会性

的发展，所以要强调环境的整体性功能与综合性创

设，使环境为儿童的全面性发展服务。

2. 环境的自然性

陈鹤琴先生提出“大自然与大社会都是活教

材，也是活教具，自然界是幼稚园最好的教室，也

是幼稚园的一个大设备”，自然现象，四时不同，如

果依时令，利用每一季中的特殊自然物来布置，可

以使儿童认识各种不同的自然现象。陈鹤琴列举

了生活中很多自然物来布置环境的例子，比如泥

土、葱、树叶，自然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营

造优美的户外环境，通过菜地、池塘、花园等充分

利用自然，让孩子置身自然中，认识各种植物、动

物，获得劳动的能力，审美的能力，在室内环境布

置的时候要选择自然的材料，既实用又易得。

3. 环境的活动性

环境的活动性强调环境应该是可操作的，具

有游戏性与趣味性，是经常变换的，能让孩子动

手，从游戏中学习，从“做”中进步。他认为环境

的布置要通过儿童的大脑和双手，要经常变化。

陈鹤琴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回国之后把杜威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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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提出“活教育”的

口号，主张教育要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强调“做

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把实践看做知识的

源泉，由此他特别强调环境的活动性。环境布置

要由儿童来参与，环境要能够为儿童学习提供支

持，要配备足够的玩具和教具，让儿童能够充分

的在操作中获得知识与经验。除了环境的可

“做”性，环境不可以一成不变，成为摆设，而要根

据孩子的学习和自然季节经常调整，使环境成为

“活环境”而非“死环境”。

4. 环境的生活化

“活教育”课程论总的目标是要把学校教育的

环境安排得更像生活的环境［6］。活教育理论源自

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其特点之一即“教育即生

活”，生活与教育是合二为一的，因此教育的环境

也要和生活结合。陈鹤琴认为幼儿期的教育目的

之一是要培养人生基本的优良习惯，锻炼他们生

活的艺术，提高幼儿生活技能，包括卫生习惯和行

为等方面，为此他制定了“二十五条原则”，其中包

括认真洗脸，按时午睡，定时便溺等［8］。

5. 环境的适宜性

环境的适宜性强调儿童所处的环境要具有本

土化、中国化、儿童化、时代性，要符合本民族儿童

发展的需要。他于1927年发表的《我们的主张》

中，第一条主张即“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南

京师范大学虞永平教授曾评价陈鹤琴的教育思

想：“陈鹤琴之所以是科学的儿童教育的积极推动

者，是因为他的研究立足国情，而不是照搬西方的

儿童教育，这也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科学性的主要

标志。”作为留美学者，陈鹤琴反对纯粹的外来式

教育，认为我们不能一味模仿外来教育思想，他指

出“外国有许多经验，也有许多好的经验，但不能

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应

中国的特点”［7］。陈鹤琴在回顾办园历程时写道：

鼓楼幼稚园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课程、教学方

法、设备，一切的一切以中国儿童为对象，以“中国

化”为目的，为起点，为归宿。

环境是为儿童服务的，环境与玩教具也必须

和儿童的年龄特点相匹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

点及兴趣需要。玩具要根据孩子月龄来分，看什

么玩具几岁小孩喜欢玩而能玩的［2］，反之亦然。

环境也要符合儿童所处的时代，能够被儿童接受

并从中获得益处。总而言之，环境一定要适宜于

儿童，适合于本民族及当时的社会。

除了上述的环境观，陈鹤琴所提倡的环境还

具备教育性、趣味性、丰富性、人文性等特点。通

过研究先生的整个环境教育理论，不难发现其超

越时空的、卓越的思想见解，先生“以儿童为本”

的环境观，“以民族谋发展”的教育使命感，深厚

的教育理论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这些思想对

当前幼儿园环境教育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基于陈鹤琴环境教育思想的学前教

育专业育人“活环境”创设

（一）育人环境的内涵及价值

陈鹤琴说：“如果一个人所居的环境是很优

美的，所听见的音乐是很好的，他就不知不觉地

高兴地唱起来。他看见美丽的图画，他也来画画

看。他看见别人说话文雅，走路轻快，他也会慢

慢儿说话文雅，走路轻快的。总说一句，怎样的

环境，就得到怎样的刺激，怎样的印象。”［2］校园文

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承担着育人熏

染的作用，对学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学前教育专业育人环境的内涵

学前教育专业育人环境是师生在共有的环

境中创造与体验的一种物质与精神存在，其形态

既有具体事物陈设的物质文化环境，也有以心灵

为导向的精神文化环境。对于校园物质文化，统

一设定为校园的建筑设计、自然物质景观以及环

境美化管理，既包括自然形成的也包括人为创造

建立的，其形式多种多样。精神文化也是一种心

灵文化，主要涉及办学理念、精神面貌、校园风气

等一些非物化形态的文化，是需要一定文化底蕴

积淀而形成的精神文化［9］,具体而言包括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实践文化、师

生关系等。根据杜威的教育理论，“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陈鹤琴的活教育理论

认为“幼儿园一日生活皆课程”。基于上述理论，

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所接触到的所有人、事、物、教

学氛围等都属于育人文化的组成部分。

2. 学前教育专业育人环境构建的价值

校园育人环境是一种隐性课程，通过校园环

境的熏陶使其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人类共同

经验。校园育人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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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观念，制约学生的行为习惯，因此，文化环境教

育作为一种隐性课程是物质景观的感知源头，也

是思想育人的根本之所在。

相对中小学而言，大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比较

自由，知识的掌握只是学习任务的一部分，更多

的是课后的学习。与其说大学生是“学”出来的，

不如说是“熏”出来的。作为隐性课程与资源，环

境的作用不亚于课堂教学。一所高校的育人环

境对大学生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

构建育人环境，可以塑造学生思想道德，培养学

生的专业素养，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形成专业

理念与精神。

（二）幼稚园环境与学前教育专业育人环境

的转化

学前教育属于师范类专业，作为地方应用型

高校，其人才培养目标是高质量的幼儿教师，而

作为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要具备高尚的师德与

专业理念，系统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教师的专

业能力包括环境的创设与利用［10］，学前教育专业

的学生必须要从学校获得作为未来幼儿园教师

的各种能力，高校的育人环境要为他们成为合格

幼儿教师服务。幼稚园环境与高校学前专业育

人环境的转化基于上述两方面的依据。

首先，作为未来的幼稚园教师，学生在高校

期间的环境要与将来工作尽可能衔接，实现环境

的“迁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能从幼儿园的环

境视角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儿童的视角来

掌握专业知识与形成专业能力。

其次，高校的环境创设要使学生“变成儿

童”。陈鹤琴认为幼儿教师的最高境界即“变成

小孩”。高校学生所处的育人环境要为他们变成

“小孩”服务，因此高校环境要尽可能与幼稚园一

致，使学生能处于儿童的成长环境中，努力使其

变成“小孩”。

基于上述的立论，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与幼稚

园的环境应该具有一致性，两种环境有内在一致

性，都以“小孩”为出发点，跨越时空，陈鹤琴的环

境理论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基于陈鹤琴环境教育思想的育人“活环

境”创设

陈鹤琴“活教育”思想重在“活”。绍兴文理

学院学前教育专业以陈鹤琴先生“学习成童”为

出发点，围绕智能化、科学性、审美性、自然性、人

文性等环境创设理念，全力构建与幼稚园相衔接

的、以培养智慧型幼儿教师为目标的育人环境。

1. 打造智能化的新时代数字环境

陈鹤琴提倡办教育要与时俱进，环境创设要

具有时代化、中国化。在人工智能全球化，“数字

浙江”的背景下，学院环境围绕“数字+智能”的新

时代符号进行改革，围绕物质与人文环境进行创

新。学院先后建立了“儿童大脑、心智实验室”、

“仿真智能育婴室”、“多媒体模拟幼儿园”、“电子

绘本阅览室”，采购美国EGI多模脑电系统、LAB-

NIRS红外光谱成像仪等设备，为学生提供学习与

科研的一流平台。在教学方面采用“线上+线下”、

“翻转课堂”，专业课程利用网络教学覆盖率达

100%，打造了一批省市级精品课程。在学生管理

机制方面，借助超星学习通平台、企业微信等智能

软件进行管理，将学生课外活动、课外阅读、在线

学习等都纳入智能管理，通过一系列举措实现教

育环境“数字化”，全力打造“数字环境”。

2. 建构自然创生的物质文化环境

绍兴文理学院依山傍水，自然风景秀丽，“风

则江”从校园穿过，校园河湖纵步，鸟语花香，绿

树成荫，学生流连于校园即是审美的培养。学前

教育系秉承陈鹤琴“自然教育”的思想，把“大自

然”作为活教材，充分利用校园自然资源，除了在

优美校园中进行户外运动，还把学前儿童美术教

育、学前儿童健康教育等课程中部分课时安排在

户外进行，将课程与自然相结合，通过观察校园

小动物、植物，开辟小花园、小菜园，让学生体验

自然之美。室内环境与室外环境一致，充分利用

自然物，种植花卉，利用树叶、树枝等自然物来布

置室内环境，通过山水一体的室内外环境使学生

体验自然之美，热爱自然、崇敬自然，把自然教育

的思想扎根在幼教理论之中。

3. 创设主体导向的精神文化环境

精神文化是育人环境的重要一环，学前教育

系秉承陈鹤琴先生“幼儿为本，学生为本”的教育

理念，营造师生平等，自由民主，博雅求真的人文

环境。环境的创设以学生为主，在教学办公楼的

楼道，用学生的艺术作品来修饰，幼儿园模拟室、

实训室等教室由学生来进行环境的布置；环境创

设以“儿童”为标准，无论是装修物还是玩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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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根据儿童的兴趣与需要来设置，比如楼道墙

面用“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来装饰；在日常教

学与师生相处中，营造师生一体的自由民主氛

围，教师尊重学生的个性与特长，尊重学生的学

业规划，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师生关系融洽，学

生自选校内外导师，跟随老师一起做科研，一起

训练教师技能，教师以“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

一切”为理念，共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 布置与课程一体化的综合环境

环境不是独立的存在，其目的是为学生发展

服务的，除具备隐性课程的功能，环境还要凸显

其作为显性课程的功能，为此学前教育系在学院

一至四层设置了与课程相配套的功能室，包括幼

儿园模拟室、图书资料室、计算机房、微格教室、

录播教室、琴房、舞蹈房、育婴室、感统实训室、心

理咨询室、蒙台梭利实验室等。把课程与环境相

结合，各科教学分布在不同的功能室，涵盖0-3岁

与3-6岁的教育课程，各功能室承担不同的课程

教学任务，同时又兼顾其他课程需要，从“整个教

学法”的课程理论出发，学生可以综合利用各功

能室，达到课程资源一体化。

5. 形成具有多元理念的校本环境

活教育理论中提倡多元化的环境教育，学前

教育系依托陈鹤琴环境教育理念，同时又吸纳了

其他外来环境创设思想，比如购置了蒙台梭利教

具，福禄贝尔的恩物，奥尔夫音乐乐器，将多种学

前教育思想与方法运用到育人中。主体环境以

陈鹤琴教育思想为主，将陈鹤琴的学前教育贯穿

到各个环境，从人才培养目标到课程方案，无不

以活教育作为引领。

学校以“修德求真”为校训，体现的不仅是一种

精神追求，更是一种行为态度。校园道路以绍兴籍

教育家马寅初、陈建功、蔡元培等命名；学生公寓命

名为阳明书院、仲申书院、树人书院等；另外新建文

化长廊，装饰了名人名言、书法字画的牌匾；学院外

墙刻有“孔子讲学”雕刻，并雕刻“学高为师，身正为

范”的教育信条；一楼大厅悬挂了名人名师的教育

生平与文化事迹，同时凸显陈鹤琴先生生平与思

想，使学生在环境中了解学前教育前辈先贤，以此

培养学生职业理念与专业精神信仰。

6. 拓展以实践为导向的育人环境

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强调培养实践应用型幼

儿教师，一是拓展校外环境资源，建立教育实践基

地，加强同地方幼儿园、教育部门的合作，将学生

带出去，把日常教学与幼儿园见习、实习、观摩相

结合，将校外资源引进来；通过“名师进课堂”、“教

育论衡讲座”等形式，邀请幼教界优秀教师进校讲

学授课；外派青年教师进修实践，培养理论实践双

向发展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二是加强校内环境

的实践性，各功能室配备“操作性”的学习材料，比

如蒙氏教具、仿真婴儿、婴儿营养烹饪厨具等，给

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每年举行原创童话剧汇报演

出，开展暑期“关爱小候鸟”支教活动，通过一系列

举措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陈鹤琴的环境教育思想为我国学前教育环境

理论开辟了道路，其环境理论中蕴含着科学的环境

观。结合新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高校学前专业的

育人环境应在传承中创新，紧跟时代的脉搏，真正

发挥环境的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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