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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理确定环保教育目标和内容

幼儿园开展环保教育，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根据目标确定具体的教育内容。而在确定目标

时，必须首先考虑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幼儿园实际情况，如小班应从培养幼儿爱护幼儿园环境及初步

的环保意识入手，让幼儿从小热爱大自然，萌发保护自然的良好情感，具体包括：懂得垃圾应丢进垃圾

箱里；不践踏花草，不乱摘花；洗手后要关紧水龙头；爱护小动物等。中班应培养幼儿对周围生活环境的

爱护，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初步了解一些环保知识，有积极参与环保的初步意识，具体包括：学会用洗

手水冲厕所；看到别人乱摘花草，不讲卫生，会说那是不应该的；轻声讲话；学会初步的垃圾分类方法

等。大班应让幼儿知道爱惜资源，保护环境，通过幼儿向社会和家长进行宣传教育，促使大家知道“保护

环境，人人有责”，懂得“地球只有一个，人类要保护好她”的道理，具体包括：不仅自己节约用水，还会提

醒家人节约用水；知道一些东西是可回收再造的，分类扔垃圾；在各种活动中轻声讲话，提醒他人说话

不影响别人等。

二、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环保教育，创新幼儿环保教育

（一）积极创设信息化教学活动，对幼儿进行环保教育
笔者所在幼儿园拥有良好的信息技术与设备，因此我们积极开展了信息化教学与环保教育的融合

探索。例如教师设计的教学活动“树木是我们的好朋友”，即充分利用了电脑多媒体课件，通过生动形象

的画面向幼儿展示了树木吸入二氧化碳、呼出氧气、防风固沙、防止水灾的功能，并在幼儿兴趣昂然的

情况下，将教育活动延伸为种植活动，使幼儿从亲身实践中增强了植树造林和护林的意识。又如，教师

创设的主题活动“爱护水资源”，即是利用声像技术向幼儿详细呈现了自来水是如何通过引黄河水，再

进行沉淀、消毒、输送等现代工序，最后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增强了幼儿珍惜水资源的意识。我们还结

合电视公益广告“节约水资源”中的广告语“世界上最后一滴水，就是我们的眼泪”，引导幼儿根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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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生活经验，说说其中的理由。
（二）积极创设丰富的环保学习资源，为幼儿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坚持以幼儿为本，以优质信息化教育和学习资源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方式的变革为核心，构建

信息化学习环境，不断提升幼儿的环保素养。例如我们通过闭路电视播放有关环保的电视节目《人与自

然》，让孩子们了解到保护动植物的多样性是目前环境保护的核心内容，人类应该学会与动物友好相

处；《大风车》栏目的“动物知识有奖问答”让幼儿认识了各种常见和珍稀的动物，了解它们的体态特征

和生长特性；专题系列片《走近南极》让幼儿了解我国为保护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南极而付诸的实

际行动。与此同时，我们还自制了许多直观形象、声情并茂的环保教学片和教学课件，如《人类的家园》
《大树逃跑了》《小树叶》《水变干净了》《小熊的家》《爱护小树苗》《树叶的话》等，为幼儿提供了丰富多样

的环保学习资源。

三、将环保教育渗透在各领域教育和幼儿一日生活中

实践证明，环保教育要坚持教育的整体性和活动的实践性，不能把环保教育与其他活动分裂开来，

只重视一次或几次专题教育活动。只有在各领域教育和生活各个环节中渗透环保教育，才能养成幼儿

良好的环保意识与习惯。[1]我们在“减少垃圾”“废物从哪里来”“废物多了会怎么样”“动脑筋让废物变

宝”等教育活动后，还通过展览、绘画、利用废旧材料让幼儿进行美工制作、谈话、小木偶表演、小实验、
游戏等有趣的活动，使幼儿了解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并懂得管好垃圾、保护环境必须从每个人自己做

起。每个班都设有一个垃圾分类区，方便幼儿将垃圾按塑料、玻璃、铁、纸类进行分类投放，同时引导并

鼓励幼儿把家里的一些可回收再利用的废旧材料带到幼儿园来。在一日生活各环节中，我们让小班幼

儿在小小动物园里，每天轮流“喂养”小兔子、小鸽子、鸡、鸭等小动物，给植物浇水，管理、观察它们的成

长，使幼儿在认识动植物特征的同时，懂得这些动物、花草树木和自己一样都是有生命、有名字的，各有

自己的外形特点，知道和动植物和谐相处，培养幼儿从小爱护动植物的情感。中班从值日生活动入手，

学习整理活动室和保持环境整洁的重要性与方法，同时从自我劳动服务入手，让幼儿学习整理自已的

物品，通过叠衣服、折叠被褥、摆放桌椅、整理图书和玩具，让幼儿体验整洁有序的环境给人带来的舒适

和美丽。大班则开展争做环保小卫士活动，幼儿看到不文明、不正确的行为及时制止，并帮助中、小班弟

弟妹妹养成良好的习惯。
此外，我们还通过创设优良环境正面引导幼儿。根据幼儿的兴趣和爱好，教师将各种好行为、好习

惯的要求同幼儿喜爱的卡通形象结合起来，张贴在楼道内、各种设施旁边，让幼儿在赏心悦目的氛围中

潜移默化地受到好的影响。[2]如在楼梯口，用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狗提醒幼儿不拥挤；在草地上，用一只机

灵的小猴子提醒幼儿要爱护花草树木等。同时，我们时刻留意日常生活中的教育契机，把握良机，促进

幼儿养成良好习惯。例如，当孩子们散步看到有的幼儿用手打树叶时，教师会用拟人的语气说：“啊呀，

小树叶好疼啊！”帮助幼儿纠正这种错误的表现。当孩子去洗手发现垃圾箱附近掉出来一个空瓶子时，

会把它捡起扔到垃圾箱里。教师看到了会及时进行表扬，引导其他幼儿主动模仿这种环保行为等。

四、充分整合家庭和社区资源，促进幼儿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提出：“幼儿园应与家庭、社区密切合作，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共同为

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3]孩子是社区的一分子，社区这一大环境中的一切人和事物，都对孩子起

着无声的教育作用，因此社区也是幼儿接受环保教育的宝贵资源。
（一）将社区资源整合到幼儿环保教育中
陈鹤琴老先生说过：“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我们结合植树节、环境日、水日等开展社区环

保教育宣传活动。如植树节来临时，我们会组织幼儿参加郑东新区“我与东区共成长”植树造林活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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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教师和幼儿植树种草，为提高绿化率、改善人居环境做贡献。春游、秋游前和幼儿一起讨论如何解决

一路上产生的垃圾问题，结果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在行走的路上幼儿每人自带清洁袋放废物，促使幼儿

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我们还组织幼儿到省图书馆参观，幼儿在参观和阅读中感受到图书馆的安静

气氛，了解到安静的环境有利于人们的思考、学习、工作，而噪音则对人体有害。我们与社区还共同开展

了回收旧电池活动，让幼儿了解旧电池对人类的危害，并和教师共同设计、制作回收箱送到社区，同时

把自己家里的旧电池主动扔到了回收箱。
（二）家园共育，共同开展幼儿环保教育
我们开展了系列亲子教育活动“环境保护，从我做起”，教师在活动室为家长和小朋友们设置了丰

富多彩的游戏内容，让他们自由选择参与，如体育游戏“青青草地”、环保知识智力竞赛、利用各种废旧

材料制作时装开展模特表演大赛等。幼儿和家长在游戏的过程中体验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们还

开展了环保制作作品展示活动，号召家长和幼儿利用废旧物品制作玩教具，得到了家长的大力支持。参

选的玩教具作品丰富多样，增强了家长和幼儿的环保意识，同时密切了亲子关系，提高了幼儿的动手动

脑能力。
我们还利用家园联系栏、家长会等向家长宣传环保知识，积极争取家长的配合和支持，号召家长配

合我们注意从一点一滴做起，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去影响孩子、教育孩子、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环保习

惯。同时，请家长多带孩子走进大自然，一方面让幼儿领略大自然的美好，培养热爱大自然的情感；另一

方面让幼儿了解环境污染状况，感受重视环保的呼声，从而不断增强环保意识。如一位家长说：“我的孩

子在幼儿园接受环保教育后，有很大收获，在马路上行走也注意卫生，不乱扔果皮纸屑，看到别人乱摘

花草，不讲卫生，会说那是不应该的。”又如一位家长说：“让幼儿亲身感受到节约用水的重要性，从而改

变了洗手后不关水龙头的现象，回家后还会提醒父母把洗过衣服的水用来冲厕所、拖地，提醒家人节约

用水。”总之，从小启蒙幼儿的环保意识，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活动，在他们幼小的心灵

留下“热爱生命、崇尚自然”的深刻印迹，有助于幼儿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并为他们将来自觉投身环保

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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