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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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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吉欧教育理念表明良好的空间会使幼儿具备一个良好的活动环境，而这正是开展一切教育活动的基础，也是提高教育质
量的关键。在幼儿园中，环境创设作为每位幼儿园教师的“必修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儿童视角下主题墙的价值
与教师的目的是否吻合，在幼儿看来主题墙的意义是什么是本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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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是幼儿园的重要资源，当前幼儿园的环境创设所

用材料丰富，从成人的角度来看不论从设计上还是从创新性

上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主题墙饰作为幼儿园教育环境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 [1]，在环境创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在主

题墙创设的过程中教师始终是以成人的“儿童视角”出发去

考虑问题，此后再根据教师对待主题墙的价值判断去选定内

容和互动性手段。那么，在这种方式下创设的主题墙是否能

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目的，其价值是否与

教师的预设价值相符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中国天津市某幼儿园开展，研究对象为 21名

大班幼儿。

2.2 研究方法

文献法

笔者以中国知网为研究工具，收集对幼儿园主题墙创

设以及马赛克研究方法方面的相关资料，并通过总结与综述

为本研究提供依据和参考。

马赛克方法

马赛克方法是由克拉克和莫斯在 年所做的一项

“倾听幼童对于早期教育机构的看法”的探索性研究中提出

的。其含义就是将传统的研究方法（观察法、访谈法）和“参

与式工具”的新方法（绘图、旅行等方法）结合，从而获取



157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卷·第 05期·2022 年 03月

儿童的经验和看法。每一种工具获取的信息都形成一片“马

赛克”，将其结合就构成了有关儿童及其看法与经验的完整

图画。

3 研究实践

3.1 班级主题墙客观描述

本研究所在班级的主题墙包含了四个部分，分别是：

童心向党、传统文化、幼小衔接以及规则学习。其中内容分

为师生共创和教师创新两类，通过拼贴、扎染等方式呈现。

3.2 教师视角下的主题墙创设

主题墙创设的教育性

通过对教师的非结构化访谈发现，教师在主题墙创设

的时候非常注重主题墙背后的教育价值，认为墙面的内容对

幼儿的认知、行为以及情感态度都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

原始话语为“创设主题墙还是要考虑到主题墙能给孩子们带

来什么，应该考虑能让幼儿学到点什么或者锻炼到什么。”

主题墙创设的交互性

教师认为在主题墙的创设过程中应该让幼儿参与进来，

让其成为与自己所生活的班级密切相关的建设者，教师原

始话语为“像我们布置主题墙真的就是在让幼儿参与进来，

你看像这些画都是他们自己画或者自己讨论出来的，这样他

们以后看见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是我做的，就会很有成

就感。”

3.3 马赛克方法的实践

观察

本研究中需要观察的内容主要包括幼儿针对主题墙的

讨论、教师制作主题墙行为、教师间对话以及幼儿与教师之

间的互动等。

案例 1：童心向党主题墙创设。

童心向党主题墙创设时，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对

应的组进行创作。绘画时幼儿 A提问：“党旗是什么样子

的？”教师为幼儿找到党旗图片，幼儿看到后对照着将其画

下来。在此过程中幼儿不断讨论绘画内容，“我也不知道画

什么”“你会画鸽子吗？”“我想不到可以找老师找图片吗？”

案例 2：幼小衔接主题墙创设。

幼小衔接主题墙创设时，幼儿一起讨论如何制作倒计

时牌，幼儿A说：“我看到他们班是这样画的。”幼儿B说：

“那是他们班的，我们要画自己的，但是应该怎么画呢？”

幼儿 C跑到老师面前：“老师，他们不会，你能给我们找

个样子吗？”

通过这些片状的观察信息可以看出，在主题墙的创设

中虽然幼儿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尊重，但是幼儿由于发展水平

的限制，尚不能很好地将自己的想法利用起来并加以实践。

旅行

旅行是在幼儿的主导下进行的，幼儿不仅负责带“旅客”

参观主题墙，还要用笔和纸将一些内容记录下来。

案例：旅行中。

在与幼儿确定好他需要做的事情后，幼儿牵着我的手

走动。

幼儿 B：（走到童心向党主题墙）这个是我们前两天

一起做的，你看这个是我，这个特别好。（边说边记录下来）

你看这个小鸟是她画的，她还小能画出来这个。

我：这个哪里好呢？

幼儿 D：这个画比平常的大。（幼儿走到幼小衔接主

题墙）这个是我们毕业用的，到最后就放假了（记录下来），

你看这个也是我，这个我最喜欢。

案例：旅行后。

我：这个记录的是什么呀？

幼儿 C：这个是端茶的时候要做的。

我：哦，那你可以说说为什么要记录这个吗？

幼儿 C：我喜欢玩茶舍，这个照片上是我（茶文化主

题墙的照片有该幼儿）。

我：那茶舍的另一面墙，上面有茶道用具的你为什么

没记录呢？

幼儿 C：那些我早就知道了。

从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幼儿普遍对自己参与制作以及

墙面内容中涉及自己的主题墙感兴趣。此外，幼儿对于自己

参与的规则制定部分感兴趣程度不是很高，所以认为其并没

有介绍和记录的意义。

图片集

笔者选取了几张本班幼儿园主题墙的照片和该幼儿园

其他班主题墙的照片，将其打印后定成图片集，令幼儿在熟

悉与不熟悉的照片之间进行讨论。

案例：图片集。

我：小朋友们看下这两张照片，你们有什么想告诉我

的吗？

幼儿 D：左边是我们班的，是茶舍的规定，旁边那个

是什么？

幼儿 E：我知道，这是他们班的。

幼儿 D：别的你怎么会知道，你得听老师说。

我：这两张图都是咱们幼儿园里的主题墙，你们来看

看这两个主题墙布置有什么不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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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 E：这个没有我们的颜色多，我们的是有颜色的。

我：那你们更喜欢哪张呢？

幼儿 F：我喜欢右边这张，这个里面有别的规定，我们

的太早了。

幼儿 D：我喜欢我们的，因为漂亮。

通过以上案例发现，幼儿对于主题墙的偏好主要受墙

面内容以及墙面美感的影响，幼儿会更倾向于色彩更加多样

化以及墙面内容具有新异性的主题墙 [2]。

4 研究结果

4.1 儿童视角下主题墙的实际意义

本研究将马赛克方法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词频分析，按

照出现的频率依次为“我做的”“我们一起”“好看”“新

的”“大”。在研究过程中可以看出幼儿对于自己完成的和

自己与同伴合作完成的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在幼儿看来主题

墙应是幼儿经常一起创作的、色彩鲜艳的图画。

4.2 教师视角下主题墙的理论意义

通过访谈可知，教师更关注于主题墙的教育价值，从

创设过程到基于主题墙可以开展的活动，教师都会进行预设

并选出最优的主题墙创设策略，从教师的视角来看主题墙的

创设应以能够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4.3 讨论

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儿童视角和教师视角的主题墙创

设存在着较大的不同，首先从创设目的来说，教师为了让幼

儿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某些主题会选择以教师自制的方式

进行创设，而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对主题墙反而不感兴趣，这

就说明儿童视角下他们所关注的更多在自己的成果方面。

其次，从创设手法来看，教师会为了主题墙的呈现效

果选择找一些直观的图片，并将其进行注释解释，而幼儿对

此类内容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关注于教师所打印的本班

幼儿的活动照片，这也是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存在的不同。

最后，从审美效果来看，教师会为了主题墙呈现的整

体效果进行色彩的搭配和组合，而幼儿更喜欢色彩丰富、鲜

艳的主题墙，这也是两者之间的不同。

5 结语及建议

5.1 保证幼儿的主体地位

教师视角下的儿童视角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视角，

因此保证幼儿的主体性，从而发挥幼儿在主题墙创设中的

“主人翁”意识。此外，教师应当结合幼儿的愿望及时增删

主题墙的内容，比如活动区中的规则墙面应根据出现的情况

实时更新调整，以保证幼儿对其的兴趣。

最后，为保证幼儿与主题墙的互动性，大多数情况下

教师会让幼儿参与到主题墙的创设中来，然而有时主题墙的

绘画难度会超越幼儿的发展水平，这就需要教师为幼儿创设

前期经验，以保证幼儿在创设过程中拥有完整的主体地位。

5.2 弱化教师权威

尽管在该研究班级中教师在主题墙创设过程中不是“主

导”性质，但是仍然存在着教师从成人视角进行教学的倾向，

对此教师应从自身出发，以幼儿教幼儿学的方式进行主题墙

创设，从而让幼儿掌握话语权和决策权，使主题墙真正具有

儿童视角下的价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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