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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东淄博高新区傅山幼儿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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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淄博高新区傅山幼儿园自然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实践探索为例，强调充分开发和利用乡土自然文化资源是我国乡

村幼儿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主要建议：广泛调查并深入开发乡土自然文化教育资源；积极创设幼儿园乡土自然文

化教育微场景；精心设计与实施跨学科整合式自然文化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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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Culture Education
Resources in Rural Kindergartens

— Taking Fushan Kindergarten in Shandong Zibo High
Tech Zone as an Example

XIE Ju
（Fushan Kindergarten in Zibo High Tech Zone，Zibo 255084，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Fushan Kindergarten of
Zibo High Tech Zone as an example，it is emphasized that fully developing and utilizing local natural cultural resources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kindergarten educ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gives following main suggestions：it
should conduct ext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of local natur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it should actively
create micro scenes for local natur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it should carefully design and implemen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ed natural and cultural themed activities.
Key words：rural kindergarten，natural and cultural education，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应充分利用自

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

的空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

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鼓励支持幼儿通

过亲近自然、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

式学习探索，促进幼儿快乐健康成长。在新的时

代条件下，我们应当辩证分析乡村幼儿园发展的

资源禀赋：一方面客观存在经费投入不足、师资

配备不全等制约因素，另一方面先天具备丰富的

乡土自然文化资源。因此，我国乡村幼儿园应坚

持因地制宜原则，优先考虑充分开发和利用乡村

自然文化资源［1］，积极探索走出一条低成本、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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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之路。

淄博高新区傅山幼儿园（以下简称该园）是

一所乡村幼儿园，地处淄博市中部傅山村。近年

来，该园坚持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借助当地

自然资源种类多、品种全的优势，秉承“自然中奔

跑、游戏中成长”的教育理念，坚持以自然资源为

依托，以家庭和社区人文资源为辅助，着力突出

地域特点，广泛调查并深入开发乡土自然文化教

育资源，积极创设乡土自然文化微场景，精心设

计与组织跨学科整合式自然文化主题活动，致力

促进幼儿整全发展［2］。

一、广泛调查并深入开发乡土自然文化

教育资源
该园教师和幼儿通过查找地方志、搜索网

络、访谈当地祖辈家长等方式，初步摸清所处地

市的区域地理优势与可资开发的自然文化教育

资源。淄博市隶属于山东省，地处鲁中山区与

华北平原的接合部，系古代齐国都城；已发现有

矿产50多种，生物615科、3753种，动物308科、

1490种，是我国“陶瓷之乡”。该园所处傅山村

是淄博市经济强村之一，地势平坦，交通便利，

农作物丰富，自然景观优美，周边还有自然地质

博物馆、黑铁山武装起义博物馆等教育基地。

该园遵循“先园内再园外、从周边到市域”的工

作思路，积极组织发动教师、家长和幼儿参与，

严格执行收集、整理、研讨和论证等工作环节标

准，初步建成了包括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岩石

矿物资源和人文社会资源等4大类、100多个种

类、适合小中大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园自然文化

教育资源目录（见表1）。

表1 淄博高新区傅山幼儿园自然文化教育资源目录

大类

岩石矿
物资源

植物
资源

动物
资源

人文社

会资源

具体类别

1.水资源：水、冰、水蒸气
2.矿物类：沙、土、泥、鹅卵石、磁铁、水晶、硅化木、玉石、化石、陨石等

1.花叶类：凌霄花、海棠花、桃花、梅花、迎春花、梨花、山楂花、太阳花、欧时竹、荷花、睡莲、向日葵、油菜花、枫
叶、竹叶、银杏叶、荷叶、杨树叶、小草等
2.青菜类：生菜、油菜、芹菜、丝瓜、白菜、菠菜、莴苣、大葱等
3.果实类：海棠果、山楂、葫芦、小麦、萝卜、桃、玉米、棉花、地瓜、苹果、柿子、西红柿、黄瓜、青椒、葡萄、紫叶李、
梨、地瓜、土豆、花生、草莓、大蒜、葵花籽、各种种子、国槐种子等
4.果壳、枝干类：各种树枝、树皮、树杈、竹竿、花生壳、开心果壳、凌霄种子壳、核桃壳、植物根系、木片、松果、玉
米皮、玉米芯、麦秆等

1.昆虫：蚂蚁、蜘蛛、蜗牛、蚯蚓、蝉、蝉蜕、蟋蟀、蜻蜓、蝴蝶、蚂蚱、螳螂、蚕等
2.鱼蛙龟类：金鱼、锦鲤、热带鱼、小蝌蚪、青蛙、乌龟、贝壳、蟹壳等
3.鸟类：鹦鹉、羽毛、蛋壳、蛋等
4.常规动物：鸡、鸭、鹅、兔子、孔雀等

1.红色教育文化：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黑铁山抗战纪念馆、傅山自然地质博物馆、淄博历史展览馆、马鞍山

红色教育基地、焦裕禄纪念馆、淄博市委旧址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

2.当地民俗文化：蹴鞠、踩高跷、舞龙、扭秧歌、踢毽子、滚铁环、打铁花、虎头鞋、虎头衣、剪纸、捏面人、民间童

谣、五音戏、做泥哨、琉璃、聊斋文化

3.节日节气：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植树节、劳动节、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

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学、冬至、小寒、大寒

4.傅山村发展史：大教育体系、旧村改造、复兴、繁荣、厂矿企业、村居资源

该园特别重视开发岩石矿物类自然教育资

源，按照A1家中常见矿物、A2周边环境中常见矿

物（泥土、沙子、鹅卵石等）、A3淄博当地常见矿物

（陶泥、红土等）、A4淄博历史上常见矿物、A5家

长搜集到的其他稀缺矿物（傅山地质博物馆的硅

化木、尖晶石、菊花石等）进行分类搜集整理（含

复制），并布置到户外各个区域中以满足幼儿探

究需要。与此同时，该园还高度重视开发具有鲜

明地域特色的乡土人文教育资源，按照传统节日

节气、红色传统文化、淄博民俗风情三个方面进

行参访和整理，特别是充分挖掘和展示了傅山村

从贫穷、复兴到富强的奋斗史、创业史以及全体

傅山人勤劳致富、变革乡村、振兴乡村的精神风

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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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创设幼儿园乡土自然文化教育

微场景

该园初步构建了家园社三方协同共建工作

格局，积极创设幼儿园乡土自然文化教育微场景

（小微场域景观）［4］。

首先，重视创设户外自然微场景。该园发

挥占地达38亩的面积优势，先后创设了30多个

户外自然教育区域，例如：创设植物园，种植淄

博当地多数树种，实现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创

设果园，在院子里种植苹果、桃子、核桃、樱桃、

柿子等果树；创设动物园，饲养鸡、鸭、鹅、兔

子、孔雀等小动物；创设种植园，按照每个班级

10平方米面积标准，创设15个种植园区，让每

个班级幼儿都有机会参与种植劳动，根据季节

特点，种植菠菜、油菜、白菜等绿色蔬菜，花生、

地瓜、土豆等根茎农作物，玉米、黄瓜、毛豆等

适合采摘农作物等。此外，幼儿园还创设了丰

富的配套自然景观，如高低不同的山坡，低洼

不平的湖泊水沟，连绵流水的小溪、喷泉和瀑

布，用鹅卵石、青石、花岗岩石等不同材质硬化

的路面，种植有马尼拉、三叶草、欧石竹等不同

的草坪，在户外陈列各种矿物标本。

其次，重视创设室内公共区域自然微场景。

该园大厅突出了由藤蔓、树木、草坪等元素构成

的森林风格。其中，在室内50米环形坡道下面，

创设了“自然生活馆”，集中呈现淄博当地的各种

植物花、茎、叶子、种子的标本，小昆虫、小飞虫、

小爬行动物等动物标本；6根材料柱挂满了当地

的棉桃、枫叶、松果、玉米等色彩斑斓的植物；四

季桌根据四季的不同展现不同的动植物，如秋季

桌，不仅有玉米、核桃、栗子、大枣，还有重达60斤

的橙色大南瓜，满足幼儿对秋天的向往之情。

再次，重视创设班级区角自然微场景。该园

教师在每个班级布置5-6个区角，将乡土自然材

料及时补充展示在区角之中。例如：在益智区，

幼儿可以用核桃壳、开心果壳、小鹅软石等，在游

戏中学习数字的分解和合成；在美工区，幼儿可

以用常见的农作物的秸秆、根须进行创意制作，

还可以用各种贝壳、螃蟹壳、小石头开展创意手

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园在村属地质博物馆

的大力支持下，把各种珍稀的硅化木、宝石、陨石

等复制品也展示在各个班级区角，助力提升幼儿

的博物意识。

最后，重视创设班级区角文化微场景。在

“一班一策”环境创设活动中，该园善于动员家长

参与创设班级展示区。例如，在大一班的陶瓷展

示区，主要陈列的是家长们提供的淄博当地出产

的琉璃摆件、陶罐等作品。

三、精心设计与实施跨学科整合式自然

文化主题活动

该园重视开发利用淄博乡土自然文化资源，

主要围绕四季流转、种植养殖、自然探究和节日

节气等四个主题模块，按照小中大不同年龄段精

心设计与实施一系列主题活动，初步构建了“儿

童本位”的跨学科整合式主题活动网络（见图

1）。例如，在四季流转主题模块中，进一步区分

设计了春天在哪里、顽皮一夏、落叶飘飘、拥抱冬

爷爷等四个大主题，并在“春天在哪里”主题下，

生发了“春天的秘密、春种满满、奇妙的春天”三

个次主题，而在每一个次主题下，继续整合五大

领域活动内容，形成新的小主题活动，其中既有

教师预设的主题活动，也有幼儿在活动中生发的

主题活动［5］。

该园坚持从淄博市作为陶瓷之乡的区域实

际出发，通过优化设计与组织实施陶瓷主题类生

产劳动教育活动，努力整合利用本地土资源（红

土、黑土、黏土等）、琉璃资源（玻璃、琉璃、艺术花

瓶等）和企业资源（硅苑陶瓷、博山琉璃、陶瓷博

物馆等），积极探索开展乡村STEM教育［6］，支持幼

儿通过全程参与和泥、拉坯、制胚、成型、装窑和

烧制等生产劳动体验，助力其全面提升综合素

质，特别是显著增强其乡土文化价值认同。

该园重视开展乡土旅行教育活动。在幼儿

园家委会支持下，幼儿园坚持组织四季旅行活

动，例如：春游马踏湖，夏攀黑铁山，秋来傅山

果园，冬爬蟠龙山；坚持实施每个学期一次的

田园旅行劳动活动，例如：春天种棉花，夏季割

麦子，秋季挖地瓜；坚持实施每个学期一次的

研学旅行活动，例如：去硅苑陶瓷基地参观，到

“颜神古镇”研学，感受淄博陶瓷文化的魅力；

走进齐文化博物馆、傅山地质博物馆，增强乡

土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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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淄博高新区傅山幼儿园跨学科整合式主题活动网络图

综上，淄博高新区傅山幼儿园的实践探索表

明：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乡土自然文化资源是

我国乡村幼儿园教育的宝贵资源，充分开发和利

用乡土自然文化资源是我国乡村幼儿园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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