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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前教育新规陆续落地，政府挑起发展大梁，新建公办园应运而生。在实现公办幼儿园总量有效供给的

前提下，其质的提升亦不容忽视。鉴于环境在幼儿园教育中的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幼儿园环境教育功

能的实现需依托适宜性教育环境。新建公办园的适宜性教育环境应明确适宜性教育在审美、情感、语言

和社会领域与环境融合之价值，并通过立足儿童视角、奠定教师专业基础、增强现实支撑、探究生态因

子和整合内外优势等手段提升其创建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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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rule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have been settled one after another, the government pro-
vokes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public park has emerged. Under the premise 
of achieving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public kindergartens, its quality improvement cannot be ig-
nored. In view of the important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nvironment in kindergar-
ten educa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kindergartens need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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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relying on a suitable education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 appropriate education environ-
ment of new public parks should clearly clear the value of appropriate education in aesthetic, 
emotional,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
tive of children, lay a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for teachers, enhance reality support, explore eco-
logical factors and integrate the advantag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dvantag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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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公办园发展适宜性教育环境创设背景 

本文新公办园指直接或间接接受国家财政经费支持的幼儿园，包括直国办园、军队办幼儿园、政府

部门办园、其他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办园等。有别于民办幼儿园或民转公幼儿园，新建公办园从诞生

之际所需经费均依托政府财政拨款，且相较民转公幼儿园，免于解决因教师学历过低、教师资格证缺失、

园所环境脏乱等问题。对新建公办园做相关研究有利于打造更具本区域特色的典型幼儿园，巩固新建公

办园在本学区的示范引领作用，树立区域行业标杆。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努力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一方面通过学前教育体制改革和机制

创新，不断加快普惠性幼儿园的建设速度，增加教育机会在“量”上的有效供给，如《深圳市教育发展

“十四五”规划》于 2021 年 12 月正式颁布并指出：全力保障常住人口子女入学需求，5 年内新建学前

教育学位 12.5 万个，构建深圳特色学前教育课程体系，培育高质量科学保教示范项目[2]。为发挥环境对

幼儿发展的积极作用，小区配套幼儿园在新建或改扩建过程中应注意融合不同建筑形态的优点，重视幼

儿园建筑的整体设计，注意增加室内与户外活动场地的便利连通，以更好地满足幼儿对环境的舒适、运

动、控制感与能力发展的需求[3]。 
另一方面日益注重学前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关注“质”的提升。《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环

境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要借助于环境创设和运用的途径，切实地促进幼儿的发展”[4]。心理学家维

果茨基(Lev Vygotsky)认为，幼儿已有的发展水平与其在成人帮助下实现的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就是最近

发展区，凡是介于二者水平间的教育均是合适的，超过最近发展区范围的教育即为不合适[5]。1987 年，

美国幼儿教育协会颁布了《适宜于 0~8 岁儿童的发展适宜性教育》初次解释了“适合 0~8 周岁儿童教育”

的内涵要素[6]。发展适宜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年龄适宜性。基于同一年龄阶段孩子的一般特点、

能力与行为，教师要针对一定年龄阶段孩子的典型发展情况，给他们以合适的教育经验。另一种是个体

适宜性，即教师必须考虑到每一个幼儿的具体需求，不论是以课程抑或以师幼互动为依托，均要适合幼

儿个体差异。 

2. 发展适宜性教育与环境融合的价值 

幼儿园的适宜性环境内容丰富且结构复杂，其内涵外化渠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力求“教育”

的原理渗透于环境的各个要素，每个要素都具有相应的教育作用。新建公办园的适宜性教育环境应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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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性教育在审美、情感、语言和社会领域与环境融合的价值。 

2.1. 创设审美友好型教室环境 

利用物质环境为儿童提供审美体验。在开展其他活动的过程中，将儿童的艺术作品布置在教室里适

合他们观看的位置，不时地单纯为了娱乐而演奏器乐。在一日活动中的不同时间段(如过渡环节和离园环

节)，教师可以因为愉悦而唱歌，并鼓励儿童也这样做。移除杂物，在低矮的架子顶部放置植物、雕塑、

漂亮的篮子或者其他具有自然美的物品，如浮木、插花、彩石等。在教室里定期轮流展示有趣的名作复

制品，既可作为教室的装饰，也可用于艺术欣赏与讨论。 

2.2. 创设有情感支持且压力较小的环境 

帮助儿童顺利地适应幼儿园生活。为儿童提供一日活动流程，让他们知道每天的活动安排，包括常

规的变化、因天气带来的户外场地变动等。设置一个环境刺激较少的区域，让喜欢安静的儿童能在其中

静心地内化知识[7]。要平衡安静的活动和活跃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避免让儿童在情绪或身体方面负担过

重。可以从视觉、听觉刺激及音量、灯光和温度等方面对儿童所在的环境进行评估，检视其是否适合儿童。 

2.3. 营造文字符号丰富的视觉环境 

教师要将语言活动和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整合到早期教育课程的所有领域中。内容需要通过语言来学

习，可围绕听、看、说、读和写等形式来设计教学内容。在教室里，教师要突出各种文字作品的中心地

位。有意识地创设一个可视化的环境，突出室内每个区域中文字符号的内容，如字词墙、句型表、制作

书籍的材料、标签、名字、提示、食谱、菜单和儿童书写的作品。如果教师能引发儿童对周围环境中文

字符号的关注且以有趣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那么这些文字符号就会成为他们学习阅读和写作的主要

资源，让课堂环境中的文字符号发挥真正的作用。 

2.4. 在室内外环境中凸显社会多样性 

将与多样性相关的材料以及经验整合到一日活动中，而不只是在假期或在某些特殊场合才展现出来

[8]。把反映了年龄、能力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男性和女性日常生活的作品和照片展现出来。班集体中

的每个成员也各具特色，将体现这些特色的照片张贴出来，逐渐扩展到社区的其他人，寻找不具职业刻

板印象的图片。亦可张贴一些各类人群相互交流的图片，这些群体的工作、家庭结构、年龄、文化、能

力各不相同。提供各种艺术创作材料、积木构件、假装游戏服饰和道具、音乐、游戏材料、电脑程序及

图书，鼓励儿童了解人们所过的各种生活；安排儿童参与制作手工艺品的活动；展现自己与班里其他同

学的相似点或不同特征，如列出班里男女生都喜欢的活动；邀请具有不同背景的家庭成员和社区人士来

学校，与儿童交流各自的文化经历；让幼儿参与实地调查，认识社区中的各种人。 

3. 新公办园适宜性教育环境的创建策略 

各新建公办园由于办学条件、地域文化、管理人员的素质等原因，各新建公立园的环境建设存在着

差异，各级政府有关幼儿园的各项政策、文件也仅仅从宏观层面上对其进行了整体的规划和要求。在一

定的外部资源条件下，建立新建公办幼儿园的适宜性教育环境必须走内涵发展的道路，从对幼儿发展和

教育的理解入手，思考幼儿园环境建设的实质要求，通过立足儿童视角、加强教师专业基础、增强现实

支撑、探究生态因子和整合内外优势等手段提升其创建的有效性。 

3.1. 立足儿童视角 

从儿童的现实需要出发，不断提高幼儿园物质环境适宜性。首先幼儿园的物质环境创造应该注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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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梯度，增加实用性，提高耐用性，并以动态的方式掌握幼儿体验和需求[9]。其次，应建立一种可使

各种能力等级的孩子都能感觉到的、有一定挑战性的环境。尤其是在室外环境中增加大型体育设施的难

度台阶，并在游戏材料的投放上也要符合这个要求。再次，为孩子提供耐用的教玩具，对孩子们的尊重

体现为选择具备高耐久度材质的材料以及教师对其的保养。具体地说，建筑材料不能太软，建筑结果要

容易保存[10]；不要给孩子们用一张普通的书写纸裁剪成的角色扮演玩具；自制玩具用具的胶接部位要粘

牢，尽可能选择较坚硬的材质。对已投入运行的物料和设备，要特别注意保养。为立足儿童本位，追随

儿童视角，凸显环境在孩子教育中的作用，促进幼儿的发展，云南省丽江市幼儿园在环境创设中“思”

与“变”，着力打造幼儿发展适宜性教育环境。 

3.2. 加强专业基础 

通过理论学习为幼儿园适宜性教育环境建设奠定教师的理论基础。幼儿园教师作为环境营造的主体，

其认知和理论水平直接影响着其创建的品质与高度。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新建公办园适宜性环境，

需要教师和管理者通过不断的理论和专业的学习，优化观念、知识结构和技能，为建立幼儿园的适宜性

环境打下坚实的智力基础。在观念认知方面，应确立并坚持生态观念，把环境与幼儿的成长看作一个有

机整体。个人的存在受到空间和关系的约束，而人与环境之间必然存在着交互作用，引导幼儿在自然、

开放、自由、安全的环境中得到充分的体验[11]。环创显教育，互评促成长。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

道龙新第三幼儿园开展环境观摩评比活动，教师们在环境互评中，相互学习，理清自身班级环境布置思

路，学习他班环境亮点，丰富有益经验的积累，为今后更好地创设支持儿童学习的环境奠定坚实的基础。 

3.3. 整合内外优势 

新公办园要善于借助和利用内、外部资源来创设适宜性教育环境。就内部而言，公立幼儿园有政府

足额的公共财政托底，师资力量强，基础设施全，教育质量好，收费标准相对低[8]。就外部而言，幼儿

园的适宜性环境与其创设的内涵并不限于幼儿园本身，它是具有某种社会功能的开放社会公益组织[12]，
它的教育资源也应该延伸到幼儿园所在的社区和幼儿家庭，要充分利用社区和家庭资源来创设教育环境，

进而为幼儿创设一个全方位的发展环境。深圳市宝安区兴华幼儿园上合分园毗邻上合孝德园，青砖白墙

灰瓦、竹林环绕，古朴淡雅，凸显传统装饰风格，极具岭南特色。该园的园所环境依托周边资源进行园

内外一体化环境打造，在园内设置具有岭南风格的“天井”。 

3.4. 增强现实支撑 

离开具体生活，孤立而抽象地谈发展毫无意义。幼儿的成长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环境中进行的，而增

强现实技术则是在儿童早期教育的背景下，使之更接近于真实的环境。建议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

和嗅觉五个方面入手，为幼儿创造最接近现实的学习环境，并最终引发知识在真实环境中的迁移[9]。增

强现实技术的虚与实的融合特性在营造真实的情景方面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在使用增强现实技术的同时，

还可以在虚拟环境中随意地删除或增加一些元素，从而取代在真实情况下无法实现的情况。深圳市光明

区嘉域幼儿园开展园所庙会活动，将民间工艺搬进幼儿园，幼儿得以在庙会各活动中切身体会中国传统

文化的传承，以现实支持增进幼儿民族自豪感。 

3.5. 探究生态因子 

把新公办园环境创建为一个完整而有机联系的生态系统。幼儿园环境是一种具有全面教育功能的隐

性课程，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化人”场域[13]。要改变传统的观念，克服各种认知上的缺陷和成见，创

造适合的幼儿园环境。生态导向的教育研究，既可以关注现实的教育情景，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新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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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环境问题。布朗芬、布伦纳等人的生态发展理论模式，认为个人的发展始终处于一个社会制度的背

景下[14]。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幼儿园的环境创造目标应当是生态化的，一切目的都要从整体上体现教

育性和系统性，为幼儿园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以促进幼儿全面发展。比如，在幼儿园的小班及托班，

老师可以根据幼儿的情绪需要，开设相应的主题活动，创造班级的学习、探索和发现的空间[15]；小班、

托班的教学环境要以家庭为单位，使幼儿获得安全感，为其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帮助孩子克服与

教师的隔阂，营造温馨、亲切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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