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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的环境形形色色,每一处都对幼儿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班级主题墙也不例外。它作为幼

儿园中一个重要的墙面环境,对幼儿的健康发育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其所发挥的教育价值也是非常之

大。但是,尽管幼儿园的主题墙具有以上所述的众多教育价值,在真正实施布置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如下

许多的不足：如主题墙所体现的教育目标模糊,幼儿的主体地位没有充分体现等。针对这一现状,可以通

过明晰环境创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凸显幼儿的主体地位；重视环创的内容的选择,密切联系幼儿的活动；

加强家长和幼儿园的有效互动,使材料更丰富几个方面来改善上述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幼儿园；主题墙；创设 

 

1 班级主题墙创设的价值 

幼儿园的环境形形色色,每一处都

对幼儿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班级主题

墙也不例外。它作为幼儿园中一个重要

的墙面环境,对幼儿的健康发育也起到

了很大的影响,其所发挥的教育价值也

是非常之大。首先,与班级主题教育内容

相结合的主题墙的创设有利于幼儿的课

前感知、课中巩固与课后延伸；其次,

布局合理、造型优美的主题墙环境创设

有利于激发幼儿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以及

提升幼儿的审美能力；最后,主题墙能够

为班级烘托出不同的氛围……当然,主

题墙的教育价值还有很多,以上仅提到

了一小部分,作为幼教工作者,从认知层

面,要能充分认识到主题墙对孩子成长

的价值；从技能层面,要思考什么样的主

题墙的创设最能够支持幼儿的发展并有

能力付诸实践,充分发挥其环境育人的

作用。 

2 班级主题墙创设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幼儿园的主题墙具有以上所述

的众多教育价值,但是在真正实施布置

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如下许多的不足： 

2.1主题墙所体现的教育目标模糊,

幼儿的主体地位没有充分体现 

幼儿园的班级主题墙是一个对幼儿

影响较大的幼儿园环境,同时也是一种

极有价值的“潜在课程”,对幼儿的成长

会有很大影响,但是,现在大多园所在布

置设计主题墙面的过程中,不能够准确

的驾驭主题墙对儿童成长的价值,恰是

教师而不是幼儿处于中心地位,未体现

幼儿的主体价值,甚至有的教师为追求

效率,自己把布置的任务都包揽下来,本

应当成为主体的幼儿反倒成了旁观者,

从而使儿童的中心地位没有显现出来。 

2.2主题墙的内容衔接不畅,忽略活

动相关性的作用 

有的园在进行主题墙面环境设计的

流程中,有时会因过于谋求设计的数量

而随便挑选内容,使得主题墙面环境设

计的全过程成为了一些零星材料、作品

的简易堆砌,因此忽略了主题墙与活动

的内容之间的一个衔接,使得两者的内

容有所脱节,致使一些与主题教育无关

的东西也呈现在其中。另外,班级内多个

主题墙之间的内容也没有实现很好的衔

接,甚至在一些幼儿园中主题墙的创设

会呈现“小学化”的倾向,使得幼儿不能

或难以与之发生互动,这样的设计仅起

一个“美化”效果而已,使其流于形式,

成为摆设。 

2.3所用材料不丰富,家长的资源没

有利用起来 

在大多数的幼儿园里,我们会发现,

靠近班级以及过道的主题墙大多情况下

都是幼儿作品的简单拼贴,且内容的更

换也是幼儿作品的更换,而且教师总是

会把优秀的作品张贴到主题墙上,这样

会使得很多没贴上作品的孩子找不到自

信,长此以往不利于幼儿的发展,也没有

实现主题墙的价值。袁爱玲认为,幼儿园

在设计环境时,应按照适合性、丰富性以

及平衡性的准则来进行。但是,很多幼儿

园的主题墙面环境创设类型单一,不能

与其他相关主题的内容融会贯通,幼儿

的学习是一个整体,那么呈现给其的环

境也必然应是一个整体。此外,幼儿园主

题墙创设中所用到的材料也是由园所一

起购买,也很少使用周围的废旧物品,而

且幼儿园也没有充分运用和发掘家长的

资源来弥补幼儿园资源的不足。 

3 创设幼儿园主题墙的策略 

面对上述当前幼儿园在主题墙的创

设过程中呈现出的现状,作为教育工作

者,作为未来的幼儿教师,我们应该去思

考：究竟怎么样创设主题墙才能够支持

幼儿的发展？怎样创设主题墙才会避免

上述存在的种种问题？带着这些疑问,

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以及通过在幼儿

园中实际观察到的情况,现将成果罗列

如下： 

3.1明晰环境创设所要达到的目标,

凸显幼儿的主体地位 

幼儿教师在主题墙的设计之前,一

定要有一个全局的思维,合理分配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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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中的每一块墙面环境,使之形成一个

和谐的整体,这样也便于幼儿的整体学

习,形成一个整体的思维。比如,有的幼

儿园会在一进门的走廊或大厅中央的墙

面上呈现园所的教育理念,让每一位进

园的参观者对幼儿园的核心理念有一个

初步的了解,同时,将其放于一个醒目的

地方,也便于提醒幼儿教师自己的工作

方向。这一办园理念将贯穿于幼儿园的

角角落落,体现在师幼对话中,体现在环

境的布置中,体现在幼儿游戏活动中等

等。同时,还要注意,让儿童掌握创设主

题墙的主动权,尊重幼儿的想法,而教师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将幼儿的想法汇

集在一起,通过合理的布局与排列以支

持幼儿个性化的学习与发展,使静态的

主题墙成为一个支持性的“动态”环境,

能够让幼儿与之发生“对话”。 

3.2重视环创的内容的选择,密切联

系幼儿的活动 

幼儿园班级内的主题墙内容,大多

都是为教育内容所服务的,许多幼儿园

里会有主题活动,有的进行一周,有的进

行一个月,有的进行一学期,但不论进行

多久,主题墙的内容都要进行“精心”的

准备,这里所说的精心,并不是指要把主

题墙的内容做得繁多,颜色鲜艳,而是说

要尽量将班级内的每一个角落都渗透主

题教育的内容,消除一些与幼儿活动无

关的材料,尽量使主题墙简单直观。总之,

创设主题墙内容不宜过满,还要注意墙

面设计的高度要与幼儿身高相符,使幼

儿能与之发生互动,只有这样的墙面环

境设计才能与幼儿活动密切联合,而且

还可以让幼儿加入活动并享受其中的乐

趣,增多了儿童参与环境创设的自主性,

将主题墙的教育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3.3加强家长和幼儿园的有效互动,

使材料更丰富 

教育孩子不是家庭或园所一方的义

务,需要家园共育才能使孩子实现更好

的成长,同样应该增强家园的了解与互

动,并不是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之后

就跟自己没有关系了,家长也可以参与

进幼儿园的课堂中去。在主题墙的设计

中,第一,应把相同主题的内容整合起来,

使得墙面的设计更丰富、更有内涵,从材

料、内容和布局上都可以进行创新；第

二,在素材的选用上,应多运用周围的废

旧之物,将社区附近、幼儿园周围、还有

园所内的一些材料；第三,应发掘幼儿家

长们的丰富的资源,使得主题墙面设计

的内容更充实。在这当中,孩子和父母共

同加入进来,在减轻教师负担的同时更

能让家长们感受到自己孩子的一天天的

细微变化,还可以促进亲子感情的升温,

同时,也有助于幼儿园家园共育工作的

有效开展。 

综上,幼儿园在创设主题墙的过程

中会显现出许多问题,教师应该善于发

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的解决,使得

每一次的主题墙的创设都能够成为支持

幼儿学习与发展的环境。作为一名教育

工作者,要时刻记得,时时有教育、处处

有教育,不能仅认为传授知识技能才是

教育,幼儿在园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都会

对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教师要做的

是发现教育契机,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并

且给予幼儿最大的鼓励与支持,在环境

的创设中更是这样,幼儿园自身就是一

个大环境,整体氛围的营造,具体到班级

主题墙的创设,都需要教师花心思在其

中,能够使环境成为能够与幼儿对话的

环境,使教育成为真正育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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