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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看”到“有用”，幼儿园学习
环境创设的初心回归

——课程游戏化视野下学习环境创设的思与行

龙虎塘中心幼儿园/王惠

【摘要】随着课程游戏化项目的深入推进，我们越来越深刻

感悟到环境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如何让幼儿生活在一个

有准备的环境中，又如何让幼儿在高质量的环境中引发深度

学习呢？本文将立足本园参与的“幼儿园质量评估项目园”

的日常研究，聚焦幼儿园学习环境，从“好看”到“有用”

的实践变革中让环境真正服务于幼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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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社会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要求：“幼儿园应

为幼儿提供健康、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满足他们多方面

发展的需求，使他们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获得有益于身心发

展的经验”。反观当下幼儿园环境创设，存在着“重观赏、

轻教育；重教师、轻幼儿；重购置、轻创造；重静态、轻动

态。”的典型问题。那么，什么样的幼儿园学习环境是符合

当下“课程游戏化”背景并富有课程意蕴呢？我园围绕“幼

儿园学习环境评估”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变革，我们努力为幼

儿创造一个真正有趣的、可获得新经验的有用的环境，让他

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生活。

一变：学习环境的再改造

1.从整齐固定到区域小窝。课程游戏化项目的第三个支

架要求我们改变活动室内小学化的课桌椅摆布方式，合理灵

活地规划活动室空间。我们以少数班级试点的方式对学习环

境进行调整：改变原来排排坐的集中式桌椅摆放形式，重新

规划班级布局，以幼儿喜欢的温馨“小窝”的形式呈现游戏

区域，并遵循“有效隔断、开放有度、动静交替”的原则合

理设置区域，让小空间发挥大功能，阅读、科探、益智、表

演、角色、饲养、情绪发泄……一个个“小窝”的打造既有

私密感又有开放度，既有小组化个别化学习的活动，又有满

足幼儿独处需求的空间。

2.从漂亮装饰到关注互动。变革之前，我们花尽心思将

区域环境做得漂亮精致，从区域名称到门头设计、规则和玩

法教师全部承包，许多老师为创设新的环境经常加班加点。

一开始孩子们很喜欢，但玩过几次就失去兴趣感到厌烦，教

师精心布置的环境反而让孩子束手束脚，追根溯源后我们感

悟：学习环境不是装饰而应承载支持幼儿快乐游戏和学习的

功能，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真正看到孩子，看懂孩

子，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和

实际操作来获取经验，给予幼儿与环境充分互动的机会。

3.从响亮名头到尊重民意。我们的区域名称和门头布置

一度以老师绞尽脑汁命名和制作为主，“三味书屋”、“民

俗一条街”……自认为响亮而时尚。随着对课程游戏化的深

度理解和与幼儿的深度对话，我们发现：小班孩子对文字不

敏感，对于教师的各种命名和制作的材料标记不理解，中大

班幼儿对区域名称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他们不喜欢老师提

出的区域名头。

二变：儿童参与的再定位

1.游戏材料幼儿自发收集。“儿童的智慧源于材料”。

我们改变原来教师收集材料的习惯，建立“班级资源百宝

箱”，根据当下或即将开展的课程内容定期收集材料，并

进行“资源小明星”评比活动。收集的过程就是引发学习兴

趣、激发自主意识，支持有效互动、培养合作意识和责任感

的过程，更是幼儿学习、规划的开始。如在与汽车收集过程

中，他们不知不觉获取了汽车的结构、功能、分类等方面的

粗浅经验。2.游戏规则幼儿自己制定。游戏规则的呈现既是

一种物化环境，又能起到组织、约束、调整幼儿行为的作

用。我们一改以往教师包办替代，还幼儿参与区域规则制定

的话语权和制作权，鼓励幼儿大胆表达自己的想法，尊重他

们的意见，并让他们自主选择材料制定让班级同伴都能理解

的游戏规则，如可容纳多少人、材料使用的安全、游戏过程

中的注意事项等等，并允许幼儿随着游戏的深入推进进行规

则的动态调整，这种儿童视角下的规则幼儿易接受愿遵守。

三变：课程意蕴的再体现

1.从静态走向动态的“主题墙”。曾经我们一度用主题

线索、幼儿调查表、幼儿作品及照片张贴上墙来创设班级

“主题墙”，试图以此来见证幼儿的学习历程。课程游戏

化的推进让我们共同反思：主题墙上材料张贴的高度、环境

创设的参与方式和内容的呈现方式是否与《指南》和“游戏

化”中传递的价值观一致？因此，我们从立足儿童本位，基

于问题精准突破——张贴高度贴近幼儿身高，主题墙内容和

呈现方式呼应主题课程内容元素，“我的问题”、“我的发

现”、“我的阅读故事”等更多承载幼儿自主表征和主动学

习的“主题墙”不断动态形成。

2.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户外场”。我们打破户外活动即

体育锻炼的传统理念，因地制宜重新规划户外环境，带着

“儿童视角”和“游戏精神”，挖掘资源，拓展空间、拓

宽游戏类型，努力创设给幼儿多种感官探究、交往和表现的

学习环境，让幼儿在运动、建构、表演、美劳、探究五大类

户外游戏活动中获得自由、自主、愉悦、创造的游戏体验。

“交通体验场”、“植物种植区”、“敲敲打打音乐角”、

“写生创意坊”、“亿童建构区”……教师的课程视角在这

里打开，幼儿的智慧生长在这里见证。

一次次调整与变革，都映射着我们真实扎实的反思实践之

轨迹；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一次次的增肥瘦身，都是期待在

每一个教育行为的背后，能拥有更多幼儿成长的空间与可能。

从“好看”走向“有用”，尊重儿童权利，捍卫儿童立场，这

是我们始终要坚守的幼儿园学习环境创设的初心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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