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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西藏特色的学前班级环境创设研究
拥吉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丁青县协雄乡朗通村幼儿园，西藏昌都市，855799；

摘要：本文探讨了融合西藏特色进行学前班级环境创设的意义、原则、策略及实践案例。通过挖掘西藏的自然景

观、民族文化等资源，创设具有西藏特色的班级环境，旨在促进幼儿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激发其探索兴趣，

培养其多元文化素养。研究提出了以幼儿为中心、安全性、教育性、参与性、美观性、可变性和开放性等原则，

并分享了具体创设策略和实践案例，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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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藏，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土地，拥有独特的自然景

观、丰富的民族文化。在学前教育阶段，将西藏特色融

入班级环境创设中，不仅能够为幼儿提供一个充满异域

风情的学习环境，还能促进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传

承，激发其探索兴趣，培养其多元文化素养。本文旨在

探讨如何融合西藏特色进行学前班级环境创设，以期为

学前教育工作者提供参考。

1 融合西藏特色进行学前班级环境创设的意义

1.1 促进幼儿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西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将西藏特色融入班级环境创设中，

可以让幼儿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接触到本土文化，感受

其独特之处，从而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同时，通过环境创设中的文化传承活动，如讲述西藏神

话传说、展示藏族手工艺品等，可以激发幼儿对本土文

化的兴趣，促进其传承与发展。

1.2 激发幼儿的探索兴趣

西藏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充满了神秘和奇趣，对

幼儿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班级环境中融入西藏特色元

素，如布置藏式风格的教室、展示西藏各地域的服饰等，

可以激发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他们会在观察、触

摸、询问中不断学习新知识，拓展视野。

1.3 培养幼儿的多元文化素养

在全球化的今天，培养幼儿的多元文化素养显得尤

为重要。将西藏特色融入班级环境创设中，可以让幼儿

从小就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学会尊重和理解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跨文化交

流能力，为将来的国际交往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融合西藏特色进行学前班级环境创设的策略

2.1 挖掘西藏特色资源

2.1.1自然景观资源

西藏，这片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土地，以其雄浑

壮丽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巍峨的雪山，如珠穆朗玛峰，

以其高耸入云的身姿傲立天际，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在

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圣洁的光芒；广袤无垠的草原，像

绿色的绒毯般铺展在大地上，微风拂过，草浪起伏，成

群的牦牛和绵羊如珍珠般点缀其间；澄澈如镜的湖泊，

如纳木错，湖水湛蓝，与周围的雪山、蓝天相映成趣，

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通过

多样化的形式将其引入班级环境中。在教室的墙壁上，

精心张贴一幅幅精美的西藏风光照片，让幼儿仿佛身临

其境，感受那雪山的巍峨、草原的辽阔和湖泊的宁静。

在图书角，摆放一系列关于西藏自然风光的绘本，这些

绘本以简单的文字和精美的插图，向幼儿讲述着西藏大

自然的神奇与美丽。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幼儿阅读这些绘

本，引导他们观察画面中的细节，想象自己置身于那片

神奇的土地上，从而激发幼儿对西藏自然之美的向往和

探索欲望。

2.1.2民族文化资源

藏族文化源远流长，犹如一座璀璨的宝库，蕴含着

丰富的教育资源。藏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充满了

奇幻色彩和深刻的哲理，是幼儿了解藏族文化的重要窗

口。例如，藏族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讲述了格萨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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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妖伏魔、统一岭国的传奇经历，他勇敢、智慧、正义

的形象深入人心。教师可以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幼

儿讲述这些故事，让他们在听故事的过程中，了解藏族

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

藏族的歌舞音乐也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欢快

的藏族舞蹈，如锅庄舞，动作优美、节奏明快，展现了

藏族人民的热情奔放和对生活的热爱；悠扬的藏族歌曲，

如《青藏高原》，旋律高亢嘹亮，唱出了藏族人民对家

乡的赞美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教师可以教唱藏族儿歌，

让幼儿在欢快的歌声中感受藏族音乐的独特魅力；还可

以组织幼儿学习简单的藏族舞蹈动作，让他们在舞蹈中

体验藏族文化的活力与激情。

2.2 结合幼儿园教育目标进行环境创设

2.2.1 认知发展目标

幼儿园的认知发展目标旨在帮助幼儿获取广泛的

知识，提升他们的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

和想象力等。在融合西藏特色进行环境创设时，教师可

以紧密结合这些目标，精心挑选具有丰富教育价值的西

藏特色元素，以多样化的形式进行展示和介绍，为幼儿

打开一扇了解西藏自然与文化的窗口。

教师可以在教室的自然角展示西藏各地域的民族

服装，向幼儿介绍这些不同地域的不同服装和饰品以及

它们在日常生活的作用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讲解昌都

服饰时，可以告诉幼儿昌都服饰男女皆穿大襟、长袖、

肥大、宽腰的藏袍。康区藏袍比卫藏一带结构更肥大，

袍袖宽敞，臂膀伸缩自如，具备御寒性能强、散热方便、

夜晚解下腰带可当被褥的多功能特点。通过这样的展示

和介绍，幼儿不仅能了解到西藏不同地域的服饰特点，

还能增强幼儿对民族文化的认知。

在文化知识方面，藏族的传统节日和习俗是西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可以制作精美的展板，介绍藏

历新年、雪顿节等传统节日的起源、庆祝方式和文化内

涵。以藏历新年为例，向幼儿讲述藏族人民在新年期间

会进行打扫房屋、准备年货、穿新衣、吃古突（一种特

殊的面食）等传统活动，还会举行盛大的赛马、射箭等

比赛。同时，可以播放相关的节日视频，让幼儿更直观

地感受节日的热闹氛围。

2.2.2 情感发展目标

幼儿的情感发展对其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能力至

关重要。在融合西藏特色进行环境创设时，我们要注重

营造温馨、和谐的氛围，让幼儿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藏

族文化的温暖和力量，培养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同理心。

在教室布置上，可以采用藏族风格的装饰元素，如

色彩鲜艳的藏式窗帘、带有藏族图案的壁纸等，营造出

浓郁的藏族文化氛围。藏式窗帘的图案通常具有浓郁的

民族特色，如吉祥八宝图案，寓意着吉祥、幸福、和平

等。这些装饰元素不仅能美化教室环境，还能让幼儿在

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感受到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产生情

感上的认同和归属感。

同时，可以通过展示藏族人民的优秀品质，如热情

好客、团结互助等，来培养幼儿的情感共鸣和同理心。

在教室的展示区，可以张贴一些反映藏族人民热情好客

的图片，如藏族同胞迎接远方客人的场景，他们手捧哈

达，脸上洋溢着真诚的笑容，让幼儿感受到藏族人民的

友善和热情。

2.2.3技能发展目标

环境创设不仅是为幼儿提供学习和体验的场所，还

应成为促进幼儿技能发展的重要平台。在融合西藏特色

进行环境创设时，我们可以设置各种功能区域，开展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幼儿在动手实践和亲身体验中学习技

能，提升能力。

可以设置藏族手工艺制作区角，为幼儿提供丰富的

材料和工具，如彩泥、纸张、布料、珠子、针线等，让

他们尝试制作藏族手工艺品。例如，教幼儿用彩泥制作

藏式面具，引导他们观察面具的形状、颜色和图案特点，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制作出独一无二的面具。在制作过

程中，幼儿需要运用手部精细动作，如揉、捏、搓、压

等，这有助于锻炼他们的手部肌肉协调性和灵活性。还

可以教幼儿用纸张制作唐卡，让他们学习如何构图、上

色，培养他们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能力。同时，在幼儿

制作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及时的指导和鼓励，帮助他们

解决遇到的问题，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手工艺技能。

3 运用多样化的创设方法

3.1 主题墙创设

主题墙作为班级环境创设的核心区域，是展示教育

主题、激发幼儿学习兴趣的重要载体。在融合西藏特色

进行主题墙创设时，我们可以精心设计具有浓郁藏族风

情的主题，让主题墙成为一扇展示西藏文化魅力和幼儿

学习成果的窗口。

以“美丽的西藏风光”主题墙为例，教师可以收集

大量西藏自然景观的高清图片，包括雄伟壮丽的雪山，

如珠穆朗玛峰那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的身姿；广袤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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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原，上面点缀着成群的牦牛和绵羊，构成了一幅如

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澄澈湛蓝的湖泊，如纳木错，湖水

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与周围的雪山、蓝天相映成

趣。将这些图片按照不同的景观类型进行分类整理，然

后精心张贴在主题墙上，形成一幅壮观的西藏风光画卷。

除了张贴图片，教师还可以组织幼儿进行手绘图案

的创作。例如，让幼儿根据自己的想象和理解，绘制西

藏的雪山、草原、湖泊等景观，或者绘制藏族人民的生

活场景，如放牧、挤奶等。将幼儿们的作品展示在主题

墙上，不仅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还能让主题

墙更加生动有趣，充满童真。

3.2 区角创设

区角活动是幼儿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它

能够为幼儿提供自主探索、合作学习和实践操作的机会。

在融合西藏特色进行区角创设时，我们可以设置与西藏

文化紧密相关的区角，如“藏族手工艺制作区”“藏族

歌舞表演区”等，让幼儿在这些区角中自由地探索和学

习，感受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

“藏族手工艺制作区”是一个充满创意和实践乐趣

的地方。在这个区角里，我们可以投放各种丰富的材料

和工具，如彩泥、纸张、布料、珠子、针线、颜料等，

让幼儿尝试制作藏族手工艺品。例如，教幼儿用彩泥制

作藏式面具，引导他们观察面具的独特形状、夸张的表

情和精美的装饰图案，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属于

自己的藏式面具。在制作过程中，幼儿可以锻炼手部精

细动作和手眼协调能力，同时了解藏族面具的文化寓意

和艺术价值。

“藏族歌舞表演区”则为幼儿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

感受藏族歌舞魅力的舞台。在这个区角里，我们可以播

放藏族歌舞的音乐和视频，让幼儿欣赏和学习藏族舞蹈

的动作和节奏。同时，投放一些藏族服饰和道具，如藏

袍、哈达、腰鼓等，让幼儿穿上藏族服饰，拿起道具，

尽情地表演藏族歌舞。教师可以定期组织歌舞表演活动，

邀请其他班级的幼儿和老师观看，增强幼儿的自信心和

表现力。在表演过程中，幼儿能够深入了解藏族歌舞的

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感受藏族人民的热情奔放和对生

活的热爱。

3.3 环境布置与装饰

环境布置与装饰是融合西藏特色的重要手段，它能

够在潜移默化中营造出浓郁的藏族文化氛围，让幼儿在

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感受到西藏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教室的墙壁上，我们可以张贴藏族图案的壁纸，

如吉祥八宝图案（宝伞、金鱼、宝瓶、莲花、白海螺、

法螺、宝幢、法轮），这些图案在藏族文化中象征着吉

祥、幸福、和平等美好寓意。壁纸的颜色可以选择鲜艳

明亮的藏族传统色彩，如红色、黄色、蓝色等，营造出

热烈、欢快的氛围。悬挂藏族风格的装饰品也是环境布

置的重要环节。可以挂一些藏式风铃，当微风拂过，风

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仿佛在为幼儿讲述着藏族的故

事；让幼儿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了解藏族的文化。

在教室的角落，可以摆放一些藏族手工艺品，如精

美的藏毯、古朴的藏式家具、小巧的藏饰等。藏毯以其

精湛的编织工艺和独特的图案设计而闻名，摆放在教室

角落，既能起到装饰作用，又能让幼儿近距离欣赏和感

受藏族手工艺品的魅力；藏式家具如藏柜、藏桌等，具

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可以让幼儿了解藏族人民的生活起

居方式。

4 结论

融合西藏特色进行学前班级环境创设是一项具有

深远意义的工作。它不仅能够为幼儿提供一个充满异域

风情的学习环境，还能促进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传

承，激发其探索兴趣，培养其多元文化素养。在未来的

工作中，我们应继续深入挖掘西藏特色资源，结合幼儿

园的教育目标和幼儿的发展需求，不断创新环境创设的

方法和手段，为幼儿提供更加优质、富有特色的学习环

境。同时，我们还应加强与家长、社区等各方面的合作

与交流，共同推动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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