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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态
友好型保育?

人

舒适的日
常生活

以婴幼儿
为中心

贴近自然

社会

自然

生态生活

以游戏
为中心

悠闲的
日常生活

生态友好型保育是让孩子们保持天性，培养孩子们活泼欢快性格的一种保育方式。
生态友好型幼儿园是幼儿园园长，教师，婴幼儿和父母一起践行“生态友好型保育”
的幼儿园。



贯彻大人（教师，父母）的观点，
大人的意愿

保持孩子天性，孩子主导

过度的管制，规矩和竞争
以孩子的幸福为本，自律，和谐，

     共同体

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空间，划分年龄段，
规定的教材教具

自由的时间，开放的空间，各年龄段
     自然融合，把自然物当作玩具

注重知识，智力和理性，以学习和
授课为中心的保育措施

注重身体，感官和感性，重视娱
     乐和体验，与自然为伴的保育措施

教师的工作负担过重，父母要求过多，
缺乏信任

感到自豪的教师，共同参与保育     
     活动的父母

生态友好型保育的
发展方向

幸福的孩子 幼儿园的环境

幼儿园的生活 教师与父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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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态
友好型
幼儿园?

可以尽情玩耍。
教室里没有这样的地方。

我们种了生菜，茄子和白菜。
还腌了泡菜，虽然有点辣，

但是很好吃。

贴近和感受自然，与自然玩耍。

生态友好型幼儿园可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到自然的变化，让孩子们的生活空间不
再局限于教室。
让孩子们在我们的社区，后山，公园等地尽情玩耍，感受大自然。



孩子们尽情玩耍。

老师，
我吃过午饭玩一会儿后还要做

这个，帮我看好哦！

是孩子们生活的地方。

生态友好型幼儿园蜕变为孩子们当家作主的空间。
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喜好扩大娱乐空间，
在幼儿园的各个地方，摆满记录着孩子们故事的图片，照片等。

为让孩子们能够尽情玩耍，生态友好型幼儿园根据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关心的事情，
灵活安排一天的日程。孩子们面对的不再是“该玩的游戏”，而是自己寻找
“我想玩的游戏”，然后尽情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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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快乐长大。

最喜欢和姐姐一起读书！

我有好好吃饭，
所以不得感冒。

你也要好好吃饭，
不要生病~

生态友好型幼儿园让孩子们自然融入不同班级，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间，
一起玩耍，生活。 与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们和谐相处，进一步提升责任感，
自信心和爱心，让心智更加成熟。

什么是生态
友好型
幼儿园?



有可信，互助的保育共同体。

生态友好型幼儿园为保障孩子健康成长，与家庭开展合作。
不仅集合父母共同制作环保玩具，还帮助大家制作需投入更多精力烹制
的健康美食。

健康地生活。

生态友好型幼儿园以应季食物，健康的食材和慢食为主，讲究健康饮食。
日常生活中勤喝水，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孩子们在
室内外尽情跑跳玩耍，

饭量也增大了。

开心地玩了一整天，
总是口渴。

既安全又环保，
非常有益于孩子们。

一想到孩子们吃的
是我亲手做的食物，
就感到非常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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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施生态友好型保育，
保持孩子们的天性，帮助他们身心愉悦地健康成长，
需要家庭的协助。

请遵守入园时间。

上午是孩子们最爱玩，最活跃的时间。
请遵守入园时间，让孩子们能够尽情玩耍。

来得太晚，玩得不尽兴，
有点遗憾。

请这样协
助我们



请给孩子穿着舒适的服装。

孩子们有时在山上，户外探索自然，愉快地玩耍。
为了让孩子们尽情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游戏中，请给他们穿上便于活动的运动鞋
和服装。

穿脱方便的运动鞋

没有装饰的舒适衣服

应季服装

好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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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鼓励孩子们到户外玩耍。

孩子们在大自然中亲身体验和学习，在不同季节和天气条件下，
大自然都会带给孩子们全新的感受。
在冷天，热天和下雨天去户外玩耍时，请不要过度担心，应该积极鼓励孩子们。
※ 根据雾霾或寒潮警报等气象预报，也会更改为室内玩耍。

Q. 长时间在户外玩耍的话，孩子们不会感冒吗？
A. 研究结果表明，生态友好型幼儿园倡导的生活中多散步，多去户外玩耍以及多活动
    身体等可有效增强婴幼儿的基础体力。

《关于生态幼儿教育机构与普通幼儿教育机构间幼儿体格与体力的比较研究》(2010，金恩珠等5人)
《森林活动对幼儿感冒的影响-森林活动频率与感冒药服药次数的关联性》(卢慧珍，2015)

小贴士

<不同类型的幼儿园间幼儿体格与体力的比较> <林间活动次数对应的幼儿每人每月平均服药次数>
体脂肪量 体脂肪率 肌力 肌肉耐力

生态

普通
未实施 每月1次 每月2次 每月4次 每月16次

0 0

5 0.5
10

20 1.5
15

1

25 2

这么冷/热/下雨的天气，
可以去户外玩耍吗？

请这样协
助我们



妈妈，这不是普通的树叶~
我把一些树叶像这样收集起来，

再把树枝放在下面，
就能成为一棵树啦！

今天又带树叶回来啦~

用心倾听自然物的故事。

树叶，树枝等自然物记录着孩子们的各种游戏。
请重视从幼儿园带回的自然物中承载的游戏，并互相分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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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如有轻微受伤，请多多谅解。

在幼儿园或者户外开心玩耍时，偶尔会在无意中受伤。
幼儿园将尽最大的努力保障孩子们的安全。
但是，孩子们偶尔受伤或被蚊虫叮咬时请予以谅解，
就当成是孩子兴奋玩耍时留下的痕迹。
孩子们逐渐暴露在危险中时，才能学会自我保护的方式，进而变得更加成熟。 
※ 幼师备有紧急药品，陪伴孩子们到户外玩耍，
     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并密切观察恢复情况。

Q. 在外面玩耍的话，不会经常受伤吗？
A. 老师们会提前把规则告诉孩子们，所有自然物都是孩子们的玩具，孩子间的争吵反而减少了。
     而且经常在户外玩耍的话，会变得更沉稳，事故也很少发生。

《首尔市生态友好型保育项目的效果研究》(2019，首尔中心)，p 63-34

小贴士

哎呀，这里受伤了！
你是在哪受伤的？

嗯？还真是！
我今天爬树玩了！

爬到树上，还能看到家！

请这样协
助我们



请与幼儿园一起守护孩子们。

为了让孩子们健康，愉快地成长，家庭的协助和实践非常重要。
让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
希望家长们能够积极参与。

 家长可参与的内容 (示例）

为孩子准备好自己的手绢，
水瓶以及足够的衣服等

将可回收物品和自然物收集起来，
交给幼儿园

共同参与去远处散步，
在菜园活动以及烹饪课程等

日常举办的保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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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非固定模式的玩具真的能丰富孩子们的娱乐时光吗?
A. 固定教具的使用范围有限。非固定模式的玩具能让孩子们自己找到游戏新的一面，
     每个人玩玩具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孩子们能够发现如何可以更有创意地玩耍，
     以及发挥想象力。

《首尔市生态友好型保育项目的效果研究》(2019，首尔中心)，p 69

小贴士

请相信生态游戏的力量。

生态友好型幼儿园考虑到孩子们生活的环境，为了让婴幼儿尽情展开想象的翅膀，
正在将玩具调整为非固定模式和环保材质的玩具。
请以开放的心态看待日常生活中的物
品提升婴幼儿想象力的变化过程。 感觉教室还没有清理。

是因为教室里有很多
箱子和瓶盖吗？

请这样协
助我们



Q. 孩子们真的能从游戏中学习到知识吗？
A. 孩子问家长“妈妈，你知道这个吗？”，他描述着自己亲眼所见的生物，
    对自己最先发现某样事物感到十分高兴。看到孩子自己提出问题，一起去寻找答案，
    多思考，多探索的样子倍感欣慰。

《首尔市生态友好型保育项目的效果研究》(2019，首尔中心)，p 64

小贴士

不行哦~
特别活动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得回去啦，
下次再玩吧~

请协助尽量减少特别活动。

特别活动或特色化教育是以钻研技术或学习知识为主的活动，
反而会消磨掉孩子们的创意性或自发玩耍的欲望。
对孩子们来说，游戏就是生活和学习。请相信孩子们通过自由游戏尽情玩耍的力量。

老师！
我们现在可以把水浇

到沙子上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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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自然中尽情玩耍。

面对未知的大自然，孩子们充满“兴趣”和“好奇心”以及想象的“快乐”。
在激发挑战和成功之心的大自然中，体验“自豪感”。
在大自然中尽情玩耍，让孩子们的身心和灵魂都获得健康成长。

看这个，
用这个树枝挖，

会更好挖！

嗯，在哪儿找到的？
用这个挖吧。

我已经挖到这里了！
再挖一点的话，

就是上次挖到蚯蚓的地方了

请在家中
实践



尽享健康美食。

为了让孩子充满活力，必须拥有健康的体魄。
为此，就要吃得健康。不使用农药，食品添加剂等的健康食物不仅有益孩子
的身体健康，还能保护地球环境。

 健康美食 (示例）

 吃应季食品

非应季食品都生长在人工环境中(塑料大棚等),
并使用化学物质保持颜色和新鲜度，
营养成分远低于应季食品。
食用以应季食材烹制的美食，
能够获得战胜那个季节的最强力量。 

 多喝水

水是生命的源泉，身体的70~80%都是由水组成。
水能够调节体温，循环和排泄功能等。
要随时喝水！养成经常!多！喝水的健康生活习惯。

食用传统美食  

韩国的饮食习惯是经过悠久岁月形成的，
符合韩国的风土人情。

孩子们只有食用花费时间与精力，精心烹制的食物，
而非使用食品添加剂等保存的加工食品才能健康成长。

在生态友好型幼儿园，还会与孩子们一起制作泡菜，
大酱和传统茶等传统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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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爱护自然的生活习惯。

|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
可回收再利用的塑料用品只有14%，每年约有800万吨塑料垃圾流向大海，
海洋生物们经常将大块塑料误认为是食物。为了保护环境，应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
避免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单独的衣服，
被子等不要使用塑料袋，

最好使用环保袋

尽量减少购买包装
材料过多的玩具

人与自然有机联系在一起，相互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资源枯竭，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日益恶化，需要我们关注。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绿色空间里健康成长，请养成爱护环境的生活习惯。

爱护自然的生活习惯

擦拭应使用抹布，
不要使用湿巾

请在家中
实践



尽量减少使用智能设备。

智能设备产生电磁波和众多有害物质，应尽量让婴幼儿远离智能设备。
在家中请尝试这些举措，如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不使用智能设备或对不使用智能设备的行为进行补偿和称赞等。

保持距离！

  只在规定的时间使用智能设备
  使用智能设备只观看少儿节目，
   不在深夜与父母一起观看
  完全不或尽量避免把智能设备拿给孩子
  父母不要为了方便或作为代替照料的手段，
   把智能设备拿给孩子玩
  吃饭时，不要观看智能设备
  不使用智能设备时，
   用布将其遮挡住或放置在特定场所保管
  全家人均严格遵守智能设备使用规则，
   制定智能设备规则

制定智能设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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부록

  在大自然中尽情玩耍
    以游戏为中心的保育，

   让孩子们能够充分玩耍
    自由利用时间，空间

 （游戏领域，室内· 外）的游戏
    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游戏

 （季节游戏，手工游戏，传统游戏等）

  在户外愉快地玩耍 
    散步，在菜园活动，户外玩耍
    走出教室，与社区建立联系

  度过悠闲，舒适的一天 
    作息安排灵活，悠闲的一天
    婴幼儿和幼师度过慢节奏的一天

  享受健康的饮食 
    科学健康的饮食
    吃得开心

  打造自然友好型保育空间 
    改善成生态环境
    用树木，纸张和碎布等代替塑料，

   薄膜

  和谐的集体生活 
    与姐姐，哥哥和弟弟妹妹一起玩耍，

   生活的保育环境
    打破年龄界限(符合婴儿 · 幼儿的年龄), 

   打破代沟(婴幼儿 - 成人)
    减少使用智能手机，游戏机等电子产品

  共同参与养育孩子
    发挥运营委员会的作用(民主运作)
    改善幼师的组织文化(积极参与)
    入园离园时，开放至教室

  打造稳定的工作环境 
    改善幼师的工作条件
    简化工作

实践1

实践3

实践5

实践7

实践2

实践4

实践6

实践8

附录

为了实施生态友好型保育，
根据幼儿园和家庭的条件及特点可落实的举措

生态友好型保育
八大
实践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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