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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梅 幼儿园班级博物区创设策略例谈

带来新的思考问题，也增加了学习和经验获得的机会

和可能。这些问题是否得以解决，将影响幼儿创建博

物区的积极性，制约博物区活动的深入。教师应关注

幼儿的问题，给予适时适宜的支持，助推幼儿问题的

解决，从而让幼儿在创建博物区中产生积极情感。

随着班级博物区创设活动的持续进行，幼儿不断提

出新的问题：“我想知道，参观博物馆要遵守什么规

则？”“博物馆的门票是什么样的？上面画了什么？”“博

物馆的藏品是固定的，还是可以更换的？”教师与家长

配合，在周末带幼儿寻访博物馆。有相同疑问的幼儿一

起讨论，列出问题清单，制订参观计划。在真实的博物

馆场景中，幼儿通过参观体验、验证发现、聆听博物馆

工作人员讲解等方式获得问题的答案。随着问题的解

决，幼儿博物经验进一步得以丰富，创设班级博物区的

思维更加活跃，他们纷纷提议：“要给我们的博物区取

个名字，还可以设计一个足球博物区的标志。”“把参观

的规则图画出来贴在墙上，让大家知道要遵守哪些规

则。”幼儿将新经验运用到足球博物区的创设中，例如

通过投票的方式给班级博物区取名为“1号足球博物

区”；争当讲解员，了解藏品的故事向他人讲解；分小

组绘画海报、设计参观门票；等等。幼儿在问题解决中

不断进行自我思考调整，不断深入探究，不断建构对足

球的认知，不断体验到参与创设带来的成就感。

三、博物区创设后期：助推幼儿经验获得

班级博物区不仅是一个展示藏品的地方，而且是

一个可供幼儿学习探究的环境。足球博物区丰富多样

的材料，吸引幼儿不断地感知和发现，引发他们的深

度学习。在创设后期，可以通过博物区空间的变化、

材料的变化、课程的融合等方式，将博物区的操作和

幼儿博物经验的纵深性有机结合，促进幼儿在博物区

中的积极行为，助长幼儿博物新经验的生成。

（一）材料调整，推进幼儿的探究行为

幼儿是持续发展中变化着的个体，教师应有意识地

观察幼儿与博物区材料、物品的互动情况，思考如何让

幼儿保持持续探究的兴趣，并适时适度调整班级博物区

的材料，通过材料的变化拓展和提升幼儿的经验。

例如足球明星手办、明信片、足球挂饰等物品较难

维系幼儿长时间的探究兴趣，一段时间后便无人问津。

教师观察到幼儿对“多彩世界杯”的展区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他们对“‘世界杯’和‘亚洲杯’足球赛有什么

不同”“中国旁边是什么国家”等相关问题更为关注。

于是教师顺应幼儿的需求，把“足球手办”展区的材料

调整成地球仪、世界地图、各国主要景点的资料等。材

料的调整，使得幼儿探究的内容愈发广泛，他们仔细地

观察地图，讨论各国的主要景点，发现不同国家人物外

形的不同特征，感受到世界文化的多元，并养成对足球

持续的专注力和积极探究事物的精神。

此外，随着班级博物主题活动的深入，幼儿博物

经验的不断建构，视野的开阔，他们会收集到更多的

藏品，会创作出表现自己感受和体验的作品。这些都

可成为幼儿根据需要自主更换、增添博物区藏品和材

料的来源。

（二）课程融合，促进幼儿的多元发展

班级博物区活动具有广博性和综合性。幼儿在班

级博物区活动中对足球这一事物的深入观察能引发他

们的深度学习，使他们获得更为综合、完整的经验，

这可能会出现幼儿的已有经验不足以支持幼儿活动行

为的现象。这时，教师可以借助课程活动的开展补给

幼儿所需经验，使博物区活动带给幼儿多种经验和多

元发展。

例如幼儿萌生出为足球博物区设计门票的想法，

教师分析“门票”这一事物蕴含着的文化元素和可研

究的价值点，寻思如何进一步支持幼儿习得关于门票

的系统完整的经验。于是教师请幼儿收集各种门票，

开展“门票知多少”活动。活动中幼儿通过欣赏门票

展、观察门票内容、记录门票信息、交流门票故事，

充分了解门票上的内容和各自所表示的意思。教师与

幼儿一起用图示法梳理门票内容，并鼓励幼儿运用所

获经验为足球博物区设计门票。

教师将幼儿活动中设计的门票张贴在博物区内，

这些门票成为足球博物区藏品的另一来源。幼儿在与

门票互动中又引发出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又将成为足

球主题博物活动新的动态内容。足球博物区和主题博

物活动的有效整合，有效追随幼儿的需求，实现幼儿

经验的互补和延展。

总之，教师要科学践行博物教育的理念，班级博

物区的创设应充分尊重幼儿的主体地位。班级博物区

的藏品收集、陈列展示、展区规划、博物区活动都应

由幼儿全程参与，通过幼儿自身的主动建设，让班级

博物区成为培养幼儿博物意识，发展幼儿博物经验的

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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