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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second classroom for childre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ituation of regional activitie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o use plant low structure 
materials innovatively in the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observation, we set up a variety of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s, and guide children to carry out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hrough low-structure plant material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by using low-structure plant materials, children’s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active learning ability 
obtained	in	regional	activiti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plant	low-structure	materials	can	
promot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fo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have a good role demonstration effect on cultivating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practical strategies and application examples for kindergarten 
teachers, and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kindergarten environment design and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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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创意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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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作为儿童的第二课堂，其教育教学活动对儿童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立足于区域活动这一实际教学情
境，探索了在幼儿园环境中如何创新使用植物类低结构材料。根据教学实践和观察，我们设定了多种实验环境，并引导幼
儿通过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开展多种活动。研究结果显示，通过使用低结构植物材料，幼儿在区域活动中获得的创新思维能
力和主动学习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此外，研究还发现植物类低结构材料能够促进幼儿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和尊重，对培养
幼儿的环保意识产生了良好的角色示范效果。此研究结果为幼儿园教师提供了实践策略和应用示例，对于幼儿园环境设计
和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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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幼儿园，被广泛认为是儿童的第二课堂，其所开展的

教育教学活动对儿童的个性发展、语言沟通能力、社会交往

技能以及创新思维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区域活

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形式，引导儿童在游戏活动中自主探

索、实践，充分调动和激发他们的主动学习欲望，发挥其主

体作用，同时也有助于形成幼儿的团队协作精神和集体观

念。然而，对于区域活动的研究和探索并未止步于此。近年

来，如何在区域活动中更好地使用植物类低结构材料，以创

新教学方法，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和能力，已成为该领域的

重要研究内容。本研究即基于此，结合幼儿园环境教学实践，

对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在区域活动中的创新运用进行了深入

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实用的教学策略。

2�幼儿园区域活动与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关系

2.1�幼儿园区域活动的重要性
幼儿园区域活动是指通过为幼儿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

环境和活动场所，以激发幼儿自主探索和参与的兴趣和能 

力 [1]。区域活动鼓励幼儿主动参与，培养他们的创造力、问

题解决能力以及社交技能 [2]。在区域活动中，幼儿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选择参与并展开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区域

活动，幼儿可以获得更全面的学习经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和记忆，增强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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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简述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是指来自植物的可视化、可触摸的

材料，如树枝、树叶、果实、花朵等。这些材料具有天然美

观和多样性，可以激发幼儿对自然的兴趣和好奇心，促进

他们的感官和认知发展。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特点是容易获

得、安全无害、环保可持续，并且可以激发幼儿的创意和想

象力。

2.3�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的可能

应用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幼儿园区域活动中，

丰富幼儿的体验和学习内容。它们可以被用于搭建自然环境

区域，营造具有自然氛围的学习场所。幼儿可以接触到真实

的植物和植物的各种部分，观察和探索它们的不同形态、颜

色和纹理。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可以用于装饰艺术区域，激发幼儿

的艺术创造力。幼儿可以通过将植物类低结构材料进行拼

贴、绘画等形式的表达，创作出丰富多样的艺术作品。这些

作品不仅美观，还能培养幼儿的审美能力和表达能力。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它们不仅能够满足幼儿的感官需求，还能够激发幼

儿的创造力和探索欲望，促进他们的多方面发展。合理利用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设计富有创意的区域活动，将为幼儿营

造丰富多样的学习环境，培养他们的兴趣和能力。

3�应用实验—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在幼儿园区
域活动中的创新运用

3.1�实验设计与执行
为了探究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的创

新运用，设计了一项实验，并在实验中引入了植物类低结构

材料来丰富幼儿园的区域活动。

选择了三个幼儿园区域活动，包括角色扮演区、自然

探索区和艺术创作区。这三个区域活动分别代表了幼儿园中

的社交、认知和创造性发展 [3]。

收集了各种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如树枝、树叶、花瓣等，

作为实验中的创新素材。这些材料丰富了区域活动的元素，

并鼓励幼儿主动探索和创造。

在实验中，为每个区域活动设计了不同的任务和游戏，

并引入了植物类低结构材料。例如，在角色扮演区，提供了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让幼儿扮演植物的角色，并与其他幼儿

一起合作创造有关植物生长的故事。

3.2�实验观察与数据收集
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仔细观察了幼儿在区域活动中

的表现和互动，并记录下他们的行为和言语 [4]。

收集了以下数据：幼儿参与区域活动的时间、参与程 

度、合作意愿；幼儿与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互动方式以及幼

儿在任务完成过程中展现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还进行了访谈和观察记录，以了解幼儿对植物类低结

构材料的喜好程度、对区域活动的态度以及对自己学习和成

长的体验。

3.3�实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观察和数据的分析，得出了以下实验结果：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引入使幼儿对区域活动表现出更

高的兴趣和参与度。他们主动选择和使用这些材料，发挥了

他们的创造力，丰富了他们的角色扮演、自然探索和艺术

创作。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运用激发了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他们使用这些材料来构建自己的场景和故事，开发出独

特和多样化地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创新运用培养了幼儿的

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参与增强了幼儿对自然环境的理

解和尊重。幼儿通过触摸、观察和探索植物类低结构材料，

增加了对植物生长和自然环境的认知，培养了他们对自然的

兴趣和保护意识。

4�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对幼儿成长的影响

4.1�提升幼儿创新思维和主动学习能力
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创意运用

可以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创新思维和主动学习能力的发展。植

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能够激发幼儿的创造力，

让他们有机会尝试不同的方式来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构建和

创作。例如，幼儿可以使用树叶、花瓣和树枝来组成各种不

同形状的物体，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创造性的

活动可以帮助幼儿培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他

们的创新思维的发展。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运用需要幼儿积极主动地参与和

合作。例如，当幼儿制作花环时，他们需要寻找、选择和拼

接适合的花瓣和树叶，这就需要他们主动地观察、思考和尝

试。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不仅能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和观察

能力，还能学会与他人合作、分享和交流，培养他们的团队

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创意运用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能

够培养幼儿的创新思维和主动学习能力，让他们在探索和实

践中愉悦成长。

4.2�培养幼儿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和尊重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创意运用可以帮助幼儿培养对自

然环境的理解和尊重。在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运用过程中，

幼儿会不断观察和接触各种植物，了解它们的特点和功能。

例如，他们可能会发现树叶有不同的形状、颜色和纹理，而

花瓣则有不同的香味和花纹。通过这些直观的感知和体验，

幼儿能够更好地了解植物的多样性和生命周期。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创意运用可以激发幼儿对植物的

保护意识。当幼儿亲手制作花环或小型花园时，他们会深刻

感受到植物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他们可能会思考种植物有

什么好处、如何保护植物、如何合理利用植物资源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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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的思考和讨论，幼儿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会得到培

养和提升。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创意运用能够培养幼儿对自然环

境的理解和尊重，让他们从小就具备保护环境、关爱植物的

意识和行动。

4.3�对幼儿环保意识的培养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创意运用在幼儿园区域活动中还

可以培养幼儿的环保意识。通过接触和使用植物类低结构材

料，幼儿可以更加直观地认识到植物的重要性和自然资源

的珍贵性。他们可能会思考如何减少植物类材料的浪费和污

染，如何合理利用植物资源，以及如何保护生态环境。

例如，当幼儿制作手工艺品时，他们可以利用已经脱

落的树叶和花朵来进行创作，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他们

还可以通过这个过程了解植物的成长过程和可持续利用的

重要性，从而培养出关注环保的意识和行动。

5�研究结果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5.1�整合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教学资源
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整合植物类低结构材

料的教学资源，开展与植物相关的区域活动。例如，在自然

科学活动中，可以利用植物类低结构材料进行植物部分的观

察和实验；在美术活动中，可以利用植物类低结构材料进行

创作和装饰；在语言活动中，可以通过讲述植物的生长过程

和种类特征，拓展幼儿的词汇和语言表达能力 [5]。

5.2�提供多样化的教学活动
通过研究结果，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可以提供多样化

的教学活动，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例如，在自

然科学活动中，可以设置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探究区域，让

幼儿通过观察、探索和实验，发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规律；

在美术活动中，可以提供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和相关工具，让

幼儿进行绘画、造型和手工制作，培养他们的创造力和审美

能力；在园内的植物园等场所，可以组织幼儿参观和参与植

物的养护工作，引导他们了解和感受自然环境。

5.3�引导幼儿进行自主学习
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通过运用植物类低结构材料，

可以引导幼儿进行自主学习。例如，在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

区域活动中，教师可以设置一系列的任务和问题，激发幼儿

的思维，促使他们主动实践和探索。教师可以提供必要的指

导和支持，在幼儿遇到困难时给予适时帮助，让他们充分发

挥自主学习的能力。

5.4�建立与家庭的联系
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

运用，建立与家庭的联系。例如，在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区

域活动中，可以设置家庭作业或家庭观察任务，让幼儿和家

长一同参与观察和实践，促进家庭与幼儿园的互动与合作。

可以通过班级的家长会或座谈会，向家长们介绍植物类低结

构材料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的运用效果，并征求家长们的意

见和建议，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促进幼儿的成长与发展。

5.5�进行实践效果评估
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应当进行实践效果评估，以了

解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在实践中的运用效果，并根据评估结

果进行调整和改进。评估可包括观察记录、学习成果展示、

教师访谈等形式，以全面了解幼儿在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区域

活动中的学习情况和发展变化，也为后续教学提供依据。通

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运用，可以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

植物类低结构材料的作用，促进幼儿的成长和发展，培养他

们的创新思维、主动学习能力、自然环境的理解与尊重以及

环保意识。这将为幼儿提供一个更加丰富和有意义的学习环

境，促使他们全面发展。

6�结语

本研究从实践出发，探讨了植物类低结构材料在幼儿

园区域活动中的应用与效果，发现其对幼儿创新思维和主动

学习能力的提升，以及环保意识的培育均具有显著作用。然

而，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限制，如缺乏长期追踪实验，对

于其长期效应尚不明确。此外，本研究的样本主要集中在单

一的幼儿园和特定年龄阶段的儿童，未考虑年龄和地域差异

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尝试对样本范围进行拓宽

和深化，增加长期追踪研究，并深入探讨低结构材料的种类

和使用方式与孩子的个体性发展的关系，希望能够对幼儿园

教育实践提供更翔实、全面的参考和指导。同时，我们期待

更多的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加入我们的行列中，共同推进这

一领域的研究，为幼儿的成长发展、幼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献出努力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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