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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幼儿教育工作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为了提升幼儿

教育的质量，促进幼儿成长，幼儿园的教育教学课程逐渐向着多元化、多样化的

方向发展。基于幼儿自身生活经验、接受能力以及成长规律等，构建优质的博物

课程，开展幼儿园博物课程，在幼儿园中建立一座属于幼儿自己的“博物馆”，

加强幼儿博物认知，能够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和价值。在教师的指导下，幼儿积

极整合自身经验知识，从而形成更加系统、全面的知识经验体系。

与传统幼儿园教学课程相对比，开设幼儿园博物课程，在加强幼儿自身认知

的同时，能够有效扩展幼儿思维，促进幼儿综合能力的提升和发展。博物课程在

重视幼儿视觉体验之外，还应注重幼儿的参与感，积极引导幼儿全身心的参与到

幼儿园博物馆的建设中，激发幼儿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因此，教师应关注不同年

龄段幼儿经验，在幼儿接受能力范围之内，确立明确的教学目标、创建学习环境，

完善教学体系，从而促进幼儿全面成长、发展。

一、明确博物课程构建主题

想要保障幼儿园博物课程基于幼儿经验，教师构建博物馆课程的过程中，就

要优先确立课程主题，并注重课程主题来源于幼儿的实际生活，如社区环境、家

长职业等方面，再结合教师自身的专业特长，进一步明确博物主题。博物课程主

题的确定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首先，教师应对幼儿园周边的教育资源进行走访和了解，查阅相关教育资源

书籍，针对当地的特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的了解，探寻适合幼儿成长的教育功能

相关资料和资源，保障开设的幼儿博物教育教学工作与幼儿实际生活的关联性。

其次，教师应针对班级幼儿的实际生活情况进行深入的了解，由幼儿家长方

面着手，开展家长谈话、家长会、幼儿与家长互动等活动，完成对幼儿感兴趣事

物、话题等方面的初步了解。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不定期的为家长发放博物课

程主题调查表和相关资源手册，引导家长对幼儿园博物课程教育充分了解、理解，

并支持课程开设的相关工作，通过家长填写的调查表，了解家长对博物课程的看

法，以及相关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立，保障在幼儿家长方面得到一定支持。

最后，教师应充分尊重幼儿的自身意愿和想法，站在班级幼儿的角度上，利

用大部分幼儿感兴趣的话题或事物，扩展教育资源，充分实现其教育意义和价值，

从而促进幼儿园博物课程的构建主题。这样明确课程教学主题的方式，更加贴合

幼儿实际情况，而非单一的结合幼儿的表面兴趣。教师将自身的专业特长、幼儿

经验以及家长、幼儿园的各界支持相结合，能够保障博物教学课程的主题对幼儿

成长和发展起到积促进作用，推动幼儿教育工作的平稳、高效发展。

二、创建博物教育教学环境



只有适合幼儿的教育教学工作，才是有效、科学的教学工作，因此，建设高

质量的幼儿园博物馆，是开设博物课程的重要教学环境。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构建优质的幼儿园博物教育教学环境。首先，积极有效的扩展博物馆相

关藏品的搜集。幼儿园中博物馆藏品的收集，与幼儿博物课程的开设、进程与发

展有着密切关联。因此，教师应鼓励幼儿积极参与相关藏品的收集活动，培养幼

儿收集藏品的意识和行为，让相关藏品能够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或是收集各种

具有年代感的物品，加强藏品的故事性。教师鼓励幼儿将藏品与自己或家人之间

的故事进行表达，可以用语言描述，也可以用绘画的形式展现，为每一件藏品赋

予其独有的生命力，增强其趣味性。例如 ：创建“身边瓶子博物馆”时，幼儿

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收集瓶子，不仅有幼儿自己用过的水瓶、奶瓶等，还有爸爸

喝酒的酒瓶、妈妈的护肤品瓶子和奶奶的花瓶等。为了促进幼儿对相关藏品的收

集和展示，教师可以专门准备一节课的时间，让幼儿讲出与藏品之间的故事，或

者对藏品的情感。在此过程中，锻炼幼儿语言表达能力和情感思维的同时，还能

加强教学工作与幼儿生

活的连接，有助于激发幼儿对相关教学活动的兴趣和学习动力，进而彰显幼

儿博物课程教学的价值和功能。

其次，对博物馆的主题场景进行构建。当幼儿完成对藏品的收集后，教师就

要重视对展示场景、环境的布置，涉及主题展览时，也要充分尊重幼儿的主观想

法，听取幼儿提出的相关意见或建议，进一步促进幼儿参与活动的动力和积极性，

设计出符合幼儿认知且适合开展教育活动的博物主题展示环境。比如：布置“生

活中的鞋子博物馆”时，班级幼儿不仅会带来自己的鞋子，也会带来家长的鞋子。

部分教师在设置展览环境时，通常习惯性将幼儿的鞋子摆在较为显眼的位置，致

使幼儿对展品布置并不满意，提出“怎么没看见我爸爸的皮鞋”或是“我妈妈的

高跟鞋放到哪里”等疑问，此时，教师应意识到，幼儿提出相似疑问的本质原因

是幼儿天性中对成长的向往。因此，教师在布置展品环境时，应充分考虑幼儿的

实际情况，尊重幼儿的心理，勇于打破自己传统的固有思维，保障建设博物教学

课程的教育环境能够实现基于幼儿自身生活习惯和经验。教师为幼儿构建博物馆

的同时，要着重考虑安全性，尽量避免引导幼儿收集具有安全隐患的藏品，并在

展示环节中，也要注意对易损、易碎藏品的放置和保管。比如，避免幼儿收集尖

锐、有刺激性气味等物品，对于幼儿拿到幼儿园进行展示的玻璃制品，可以在其

下方放置棉垫，防止物品损坏。

三、幼儿园常见博物馆主题的种类

㈠自然博物馆

开展自然博物馆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幼儿在收集藏品的过程中，能够完成与自

然环境的接触，将自然植物、动物更为真实的展现在幼儿眼前，让无论是城市中

的幼儿还是乡村中的幼儿都能够自主观察植物生长中出现的神奇之处，以及照顾

小动物的不容易，从而明白成果需要努力换取。对此，幼儿园应积极整合教育教



学资源，综合、充分的利用幼儿园建筑环境，如楼道、操场、院墙等多个角落，

创建幼儿园内的自然博物馆。

有的幼儿园会在园中创建农具博物展览区域，并在其中陈列锄头、铲子、扁

担等多样化的农具，让幼儿了解相关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式，教师引导幼儿参与

农作物的种植活动，让幼儿在切身经历中，体验农具的使用方法并积累经验。部

分幼儿园会为此配套种子博物展览区域，使用实物和图片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为

幼儿直观的展现种子外形，并通过幼儿的实际观察和探索，对比种子外形的不同。

大部分幼儿园会创建植物、动物博物馆，为幼儿展示大自然中多样化的生命个体。

如植物枝叶展览区域陈列着生活中多样的树叶、树枝、花枝等，可以是植物枝叶

的最初形态标本，也可以是经过加工后的手工艺品，增加展品趣味性的同时，加

强幼儿对植物枝叶、脉络的了解和感受；种植操作展览区域中放置多种种植架，

幼儿园可以根据班 级的实际情况，为每一个班级规划一片种植区域，幼儿可以

挑选自己喜欢的种子和地点进行播种，通过浇水、除草、记录等活动，呵护植物

的成长历程。动物博物展览区域则主要分为固定和流动两个展区。固定展区中的

展品主要有蝴蝶、甲壳虫、蜜蜂等小动物的标本，让幼儿近距离观察和了解生活

中难以饲养的小动物。流动展区中则可以根据季节或当地动物的成长规律进行适

当的调整，如小鱼、小兔子、仓鼠或蚕宝宝等。创建自然博物馆，能够加强幼儿

对生命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初步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㈡文化博物馆

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艺术喜好等方面与当地本土文化或各种传统艺术文化

形式相结合，创建文化博物馆，引导幼儿对当地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了解，为幼

儿的艺术、文化启蒙做出贡献。幼儿园可以通过对当地传统戏曲的了解，为幼儿

构建戏曲体验展览馆，将琵琶、二胡、木鱼、拍板等地方戏曲表演时所需的乐器

进行展示，通过音响等多媒体设备，为幼儿播放相应乐器弹奏或演奏时发出的声

音，有节奏的乐曲可以帮助幼儿对相关乐器有进一步的了解，激发幼儿想要弹奏

的欲望，促进幼儿初步建立对当地或我国传统戏曲

的经验。幼儿园可以尝试将传统的戏曲引入文化博物馆中，如木偶戏、皮影

戏等。以木偶戏为例，展区中可以陈设不同的经典木偶戏的角色，让幼儿通过自

身观察发现其中存在的相同之处或个别差异，认识到悬丝傀儡的奥秘。对此，幼

儿园可以根据自身实际状况，开设木偶舞台或木偶手工坊，鼓励幼儿通过舞台，

学习对木偶的简单操作和展示，

在教师的帮助下表演简单的木偶戏，或是引导幼儿自己制作木偶，加强幼儿

的体验感。除此之外，幼儿园可以构建传统节日博物馆，收集传统文化的故事、

音乐、民俗、风俗等资源，在展区进行展览，也可以为幼儿展示传统节日中会用

到的各种活动道具，如元宵节花灯、端午节香包等。为了加强幼儿对传统节日的

了解，保障展品的全面和详细，幼儿园应根据节日时间，变换展区中的展品，从

而引导幼儿对传统节日的了解和认知，有利于培养幼儿的传统文化素养。



㈢生活博物馆

基于幼儿生活经验的视角下，开展生活博物馆是目前大部分幼儿园创建博物

馆的重要主题。幼儿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大部分事物，都可以作为生活博物馆的展

品，如家中使用的餐盘、碗筷，或是幼儿衣服上的纽扣、装饰品等。通过为家长

发放的博物课程教学调查表，教师能够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对生活事物、环境、

活动等方面的经验和兴趣点有所了解。幼儿园创设生活博物馆时，可以从幼儿生

活中常见的杯子、帽子、玩具等方面着手，让幼儿对这些常见的物品着手收集，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幼儿对博物教学活动的参与动力和积极性，有助于教师

后续教学、指导工作的开展。在此期间，教师可以准备相关材料，让幼儿自己动

手制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多样化的藏品，并将其列入生活博物馆

中。例如 ：展示区域中，有常见的剪纸、折纸等用纸张制作的工艺品，对此，

幼儿园可以将这一主题进行延伸，让幼儿在家长的帮助下，使用纸张或纸壳制作

衣服、帽子等。这样的创作活动，一方面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引导家长和

幼儿之间互动，促进幼儿家庭形成良好氛围，另一方面，向幼儿和家长传递

环保的意识和理念，有助于幼儿形成环保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思想，促进幼儿未来

成长和发展。

㈣兴趣博物馆

为了让博物课程教育更加贴合幼儿成长规律，满足幼儿自身实际学习需求，

幼儿园在以上三种基础固定主题的博物馆建设之外，还可以针对幼儿自身的实际

兴趣点，创建幼儿兴趣博物馆，引导幼儿对自己感兴趣的事件进行主动、积极、

细致的观察和探究。这样个性化的博物馆能够兼具自然、文化、生活的属性，是

依据幼儿需求延伸而来。猪猪侠、佩奇、汪汪特工队、图图、赳赳等多样化的动

画角色被幼儿所喜爱，幼儿会主动收集与其相关的图片、图书或是各种周边等。

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可以在楼梯转角、班级空余位置设置简易小展区，鼓励幼儿

通过对自身兴趣点收集的物品自主创馆。由此激发幼儿对博物课程教学的 喜爱，

提升幼儿的想象能力，进而促进幼儿更好成长。

㈤推进博物教学课程的注意事项

当幼儿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博物主题时，教师应重视利用多种方式支持幼儿参

与各种活动，从而推动博物教学课程。

首先，教师应重视将活动的自主权利交到幼儿手中，提出各种开放性问题，

引发幼儿自主探究和思考的意识。其次，教师应积极观察和记录，幼儿在活动过

程中的表现和思想动态，关注幼儿心理。最后，根据幼儿对博物课程的反馈， 适

时调整教学方式和内容，促进幼儿对相关教学活动的认同感。

四、结语

综上所述，开展幼儿园博物教学工作之前，教师应充分探究适合幼儿自身的

教育教学资源，将培养幼儿成长的目标和开展博物课程的教学价值作为相关工作

导向，明确博物课程教学的主题。教学环境对幼儿学习、成长等方面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因此，教师应在展品收集、环境布置等方面着手，为幼儿构建优质的

学习环境。创建自然、文化、生活、兴趣等主题的博物馆，将环境、文化、科学

与幼儿生活结合，促进幼儿心理、思维成长。教师还要重视将幼儿每天发生的事

件进行记录，获取博物课程的教学指导策略。博物课程的开展，有效激发了教师

的创造能力，通过对相应活动的开发，促进幼儿园特色教学的发展，从而提高幼

儿园的办园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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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本文是阐述了博物课程的建构，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建构经验课程的

可借鉴点，从资源调查明确主题——拓展建设环境——拓展课程种类和内容，通

过一条线来厘清课程建设的思路。反思文中所述，当幼儿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农场

活动时，教师应重视利用多种方式支持幼儿参与活动，积极观察和记录，关注幼

儿心理。根据幼儿对农场课程的反馈，适时调整方式和内容，促进幼儿、家长对

经验课程的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