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6卷·第 16 期·2023 年 08 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jxffcxysj.v6i16.14341

Reflection on the Design of the Kindergarten Theme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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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resource, and the theme wa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kindergarten education environment, 
which bears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eacher	preposition,	 lack	of	perspective,	decorative	wall,	weakened	curriculum	relationship;	tiled	display	and	rigid	creation	mode.	
Based on children’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thinks in the theme wall design, adopts the “mosaic method”, can play a theme wall 
unique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function, speed up the pace of kindergarten theme wall design continuous change, use 
multiple methods to collect children nonverbal information fragments, listen to children’s inner voice, the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visualization presented in the theme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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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方法”指导下的幼儿园主题墙设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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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主题墙是幼儿园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教育和美育的功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
教师预设为主，儿童视角缺乏；装饰墙面为主，课程关系弱化；平铺陈列为主，创设模式僵化等问题。基于儿童视角，论
文认为在主题墙设计中，采用“马赛克方法”，能够发挥主题墙特有的教育与美育功能，加快幼儿园主题墙设计持续变革
步伐，使用多元方法收集儿童非语言化的信息碎片，倾听幼儿内心的声音，将儿童的参与可视化呈现在主题墙中。

关键词

马赛克方法；主题墙；环境创设

【课题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一般课题《基

于儿童视角的学前儿童家庭环境创设实证研究》（项目编

号：2022YB0420）。 

【作者简介】陈风光（1994-），女，中国河南信阳人，硕

士，助教，从事学前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研究。

1 引言

主题课程与墙面装饰相结合的环境创设是优化教学手

段，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儿童视角，新童年社会学的

提出，推动着儿童观和教育观的转变，幼儿园主题墙饰设计

也应开展变革。“马赛克方法”提出，多维度多形式参与式“倾

听”儿童，多主体多表征合作式回顾活动，为主题墙设计的

变革提供思考的方向。

2 “马赛克方法”的主要观点

“马赛克方法”（the Mosaic Method）缘起于欧洲，由

克拉克和莫斯提出，它是一种建立在全纳儿童观基础上，融

合谈话、行走、制作和回顾等非正式的交流形式，探究儿童

内心感受的参与式研究方法。“马赛克方法”有别于生活中

的图像（视频）模糊化处理手段，而是一种比喻——是多维

角度研究儿童的技术，包括儿童的照片、图书制作、旅行等

“儿童一百种语言”的呈现形式，这些形式所展示的碎片化

信息就帮助成人塑造一个“马赛克式”的儿童实体。

2.1 “马赛克方法”中的儿童观
马赛克方法所依据的儿童观包括：自身生活方面的专

家；熟练的交流者；权利的持有者；意义的创造者。从儿童

主体发展视角出发，儿童是独立且具有个性的个体，拥有表

达自我的能力，因此，他们是自我管理的专家；儿童的交流

不仅仅局限于单一发音和书写的交流，他们有更丰富的非语

言交流技巧与周围的同伴及环境进行互动；儿童和成人拥有

平等权利，尽管身躯弱小，但是他对自我的认知及需求与成

人平等，我们应该正视权利的交还；儿童是主动的学习者，

是自身生活和学习的建构者，诠释自身生活与学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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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马赛克方法”中的教育观
马赛克方法背后体现的儿童观充分肯定儿童的地位与价

值，“多主体参与”“倾听幼儿”是教育的核心思想。“倾

听幼儿”是把儿童看作积极参与者的学习模式的关键因素 [1]。

使用“马赛克方法”的对象不是儿童或成人的某一方，是扮

演多重角色的两者同时存在。儿童是活动、课程研究的积极

参与者，拥有发现问题，提出想法，自主决策的权利，这种

权利渗透在研究的各个环节。“马赛克方法”更加关注儿童

权利的回归，强调儿童与教育者的双边参与。教育者不是主

题的单纯预设者，活动过程的把控者，而是“儿童的倾听

者”“关系的回应者 [2]”“与儿童合作的研究者”，与儿童

一起多途径开展合作，多样化呈现主题研究内容，形成学习

教育碎片。

3 “马赛克方法”的实施环节

“马赛克方法”的实施可以分为三个环节。第一个环

节是搜集幼儿和成人的看法，形成碎片马赛克。“马赛克方

法”希望尽可能多的拓展信息搜集的渠道，这里既包括一些

常规的观察、儿童访谈，也有儿童拍照、图书制作、地图制

作、旅行等创新性的参与式搜集方法。环节二是拼接碎片

马赛克，进行对话、反思和解释。第二环节以前者为基础，

其核心是使用能“看见”儿童的“倾听”方式，从多角度解

读，互证儿童的观点及经验，使儿童的形象逐渐立体化呈现

出来。讨论的“声音”来源于观察到的行为，访谈的语言，

察觉到的动作表情，绘制的书册、地图及旅游线路，他人的

评价等等。环节三，讨论领域发展，确定实践改造。此环节

需要对之前搜集的材料及“倾听儿童”的声音进行整改，分

析儿童发展现状，筛选重要意义活动，对实践做出取舍，同

时，也决定下一次活动的方向。

4 幼儿园主题墙设计存在的问题

主题墙是幼儿园班级环境创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丰

富幼儿园教育环境、优化教学手段、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

径 [3]。在主题墙创设的实际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种问题。

4.1 主题选择——教师预设为主，儿童视角缺乏
主题墙的展示暗线是幼儿园课程的主题，主题的选定

决定了墙面展示的具体内容及呈现形式。目前，教师为了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够更好地达成主题墙设计效果，往往是以

教师预设为主，即使引导幼儿自主学习，也是有目的将幼儿

的言行往预设的板块暗示，并非幼儿基于自身的兴趣及某个

时机的成熟而自然发生的活动课程呈现。

4.2 设计思路——装饰墙面为主，课程关系弱化
主题墙是主题课程的立体化墙面展示。由于存在主题

预设较多的问题，因此，更多教师将主题墙理解为“展示

墙”“作品墙”。主题墙饰创设与主题课程联系不紧密，存

在美观和创意展示为主的设计理念和思路，仅仅关注墙面装

饰效果，并未积极解决“如何将幼儿主题活动立体化呈现在

墙面”的实际需要。这与“激发墙面环境与儿童之间的有效

互动 [4]”的主题墙目的相违背。

4.3 创设方法——平铺陈列为主，创设模式僵化
在幼儿园实际工作过程中，教师认为主题墙创设应与

主题课程内容一一对应，其墙面的创设是主题课程的简单

“平移”，比如，在《我喜欢的美食》主题墙设计中，墙面

的设计主要粘贴的是儿童制作的超轻黏土美食作品及美食

照片。单纯照搬儿童作品，只考虑墙面内容装饰充实完整而

不考虑儿童活动及幼儿园主题课程逻辑，会导致创设模式僵

化，缺失儿童精神。

4.4 展示效果——教师系统规划，儿童痕迹模糊
传统的教师为本，儿童为主的环境创设中，教师为儿

童提供固定式活动框架。儿童只能采用确定的活动形式在固

定的内容中选择呈现活动结果和作品，这属于被动式操作环

境。虽然展示效果美观工整，有儿童痕迹，但是系统规划设

计并未体现真正以“儿童中心”理念，导致儿童痕迹模糊，

缺少留白空间，缺失美育价值。

5 “马赛克方法”对幼儿园主题墙设计的启示

“倾听儿童”是“马赛克方法”的核心，也是创设适

宜的教育环境前提。马拉古奇在《儿童的一百种语言》中提

出，要创建多感官参与的环境，颜色、材料光线等都要丰富，

环境创设要灵活，让幼儿提出环境布置的意见，让幼儿动手

改造 [5]。在主题墙设计中，在内容选择，方法探索，设计思

路，呈现方式上，皆可借鉴马赛克方法之基础的倾听儿童的

框架，包括方法多元化、参与性、反思性、适应性、聚焦于

儿童的鲜活经验以及扎根于实践。

5.1 全内容——贴近儿童生活，呈现“高光时刻”
“一个回归儿童立场的主题墙，在内容的选择上应该

更多追随幼儿的兴趣，呈现儿童学的过程，而不是记录教师

教的过程 [4]。”主题墙饰的展示和设计中应该呈现关于幼儿

自己的内容，其内容体现儿童的兴趣、需要和创新。教师在

主题墙的设计中应该考虑儿童的实际生活，减少框架和规则

设定，鼓励幼儿主动发现问题，尝试假设，探究结果，得出

结论，使主题墙变成“自由”而非“由自”或“呆板”的展

示板。“马赛克方法”主张多主体参与，参与式的可视化方

法使儿童能够积极参与构建多层次结构，可以帮助儿童和教

师多角度，全方位观察、倾听与记录他们共同参与的活动，

记录思考探究的轨迹，纪实当下精彩瞬间，在主题墙中多角

度呈现儿童，便于教育者更深入了解儿童的视野和内心的

世界。

5.2 真探索——源于儿童问题，解决“棘手难题”
主题墙能真正呈现儿童声音的前提是其探索的内容来

源于儿童自己的问题。“马赛克方法”应用是一个开放式过

程，“倾听”“空白方块”可以帮助成人了解儿童处理“棘

手难题”的过程，便于成人及时为儿童提供支持。在主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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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参与者的资料片段整合在一起，打破静态的状态，

变成移动的马赛克。儿童海报中有使用“马赛克方法”的影

子，它以儿童自身为叙事视角，用儿童自己的图像、绘画、

符号等表征手段记录并呈现他们对主题活动的认识 [6]。儿童

海报中的讨论对象是儿童生活中的疑问“太阳为什么跟着我

走？”“我为什么踩不倒地上的影子？”，这些源于儿童的

真问题被提出，被思考，被记录，儿童在与同伴的交流中主

动思考，通过观察、拍照绘制照片书、地图制作，幻灯片等

方式尝试解决问题。在儿童海报完成后，儿童回顾带有各种

“表征”的墙面，这些回顾材料能够让幼儿注意，随着时间

的变化，他们的兴趣和看法上的延续和变化。

5.3 巧设计——转向儿童视角，实现“N+1”模式
追随儿童视角的主题课程，能更精准地在课程的实施

中进行儿童回应与反馈。主题墙设计中，教师的逻辑为儿童

的发展逻辑做支撑。首先，确认儿童是主要设计者，参与是

全过程；其次，已发生的活动是未来活动的出发点。通过访

谈、观察、绘画、制作地图等形式呈现的儿童片状“马赛克”

是儿童感兴趣的节点呈现，是跳跃的，允许其不完整性。就

像通过观察、动作、绘画、绘制地图等方法的参与式了解儿

童，形成“n”张碎片的组合，由儿童与成人整理、总结、

分享形成“1”的回顾与总结，这些不完整的儿童细节在主

题墙中由零散逐渐完善，儿童的形象逐渐凸显。

5.4 趣展示——邀请儿童帮手，拓展“奇思妙想”
幼儿园的学习与生活应回归儿童，环境创设要坚守儿

童立场 [6]。儿童有一百种语言，一百双手，一百个想法，

一百种思考、游戏、说话的方式，一百种倾听、惊奇、爱的

方式，一百种歌唱与了解的喜悦 [7]。主题墙的展示应该教师

主导的平面裁剪张贴向儿童为主的立体可操作性转变，比

如，调查表、制作的纸书、设计的“百宝箱”、逻辑地图、

旅行地图及相册等，多元探究过程对应多样化呈现效果。它

们可以平贴、拉伸滑动、翻页、可以随时更换或补充新的活

动内容。幼儿园主题墙展示的不是一堵贴满儿童作品的墙，

而是将儿童无限的，零散的学习及生活痕迹通过“马赛克”

式的收集与解读，立体化呈现在有限的平面空间。

教育是为了“不教”而“教”。儿童在学习活动的过

程中学会“如何学习”“拥有良好的学习品质”比简单学习

知识更重要。在主题活动中，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工具（观察、

讨论、地图制作、绘画等），均可为研究者提供关于儿童的

信息，它们是关于儿童不同侧重点的信息“马赛克”。这些

“马赛克”拼接组合创意构思，合作上墙，构建具有完整网

络的儿童观主题墙，帮助我们全方位了解儿童，欣赏儿童，

学习儿童并支持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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