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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自主之光 照亮探索之路 
——大班种植区小组合作式项目活动实施推进的实践研究 

◆吴吉欣

（杭州市西湖区天虹幼儿园） 

摘要：种植活动是幼儿园常见的一种活动形式，是自然角里不可或缺的

一种教育活动。种植活动它不仅仅体现在单纯的种植活动，更是一种比

较综合性的活动，通过种植活动发展了幼儿的协商、合作、测量、管理、

解决问题等多种能力。本文主要以前期调研—种植的头脑风暴；初期实

施—小组自主式的操作模式；中期监测—小组合作式的项目管理；后续

推进—小组研究式的项目跟进；后期品味—小组实践式的食物探秘等多

种策略，培养幼儿的自主管理能力、提升幼儿自主观察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促进幼儿与同伴之间相互交流，丰富探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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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释义： 

小组合作即指幼儿以分小组的形式来开展前期调研、初期实践、中期监

测、后续推进、后期品味的种植项目活动。 

项目活动在本文中主要指幼儿将种植项目活动分为期初选种、投票分组、

分配任务、动手实践、探究奥秘等若干个小分支，以便教师更好的管理

和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指出：“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动材

料，运用天然材料开展教育活动，可以让幼儿获得真实的感受。”
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幼儿园的有效资源，让幼儿在接触大自然
的过程中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中不断的建构自己
的理解和认识。近年来，自然角的教育功能虽然也在逐步的优化，
但是教师包办、幼儿间缺乏互动联系、记录表流于形式等现象依
然存在。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顺应幼儿的天性，发挥
自然角 大的优势，让幼儿们真正成为学习的小主人，让幼儿在
活动中对自己种的植物形成责任心，为今后的学习发展打下良好
的基础，因此，我们的种植项目活动应运而生了。 

二、由种植区种植引发的项目活动 
（一）前期调研——种植的头脑风暴
1.种植什么  运筹帷幄
项目开始前，教师通过给幼儿布置小任务“请幼儿与父母一

起上网查找关于适合本季节种植的植物”，丰富幼儿的认知，为
接下去的谈话活动做足准备。此环节为接下去的种植项目做了很
好的铺垫，能充分激发幼儿对种植项目的兴趣。 

2.自主投票  个性分组
教师将幼儿们提及的植物以简笔画的形式展示在黑板上。并

通过投票的方式，让幼儿选择一种 喜欢种的蔬菜。在投票的过
程中，教师充分发挥幼儿的自主性,请幼儿在自己 喜欢的植物
上贴上宝贵的一票。在这个环节中，幼儿的自主性得到了很好的
发展，同时也为接下去开展的种植活动做准备。 

幼儿投票如下：青菜 4 人，白萝卜 2 人，胡萝卜 13 人，土
豆 7 人，白菜 2 人，芹菜 0 人，如此不均衡的人数分类，显然不
利于接下去的项目发展。因此，教师需要将票数进行一定的均衡，
教师以提问的方式和策略，将每组人数调配在 6 人左右。 

3.讨论种植  准备材料
人数确定好后，材料的准备和日后的管理又是一大难题。因

此，教师通过提出关键性的问题：“我们种植蔬菜后，由谁来管
理呢？”幼儿说到：“可以轮流！”老师追问：“怎样轮流呢？”
又有幼儿说：“可以按组员人数进行每天轮流。”可是在实际绘制
轮流表的时候，幼儿们又遇到了问题，“一个星期只有五天，可
组里却有 6 名孩子，那怎么办呢？”有幼儿又想到了解决的办法，
“可以有一天安排两个人共同来照顾，这样正好一周轮一次。” 

这个环节中，教师引导幼儿们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大胆的
表达自己的想法，从实际去解决这些问题，幼儿们通过集体的智
慧，讨论出种植需要的工具有铲子、锄头、泡沫箱、种子，还有

的幼儿说到了种植需要的条件，如阳光和水等。之后，教师充分
发挥了幼儿的自主性，让幼儿们按组别来讨论、协商各自带什么
工具和材料，有的幼儿认领了种子，有的幼儿认领了种植用的泡
沫箱，有的幼儿认领了种植用的工具…… 

（二）初期规划——小组自主式的操作模式
1.小组团讨——分配任务
在活动中，幼儿通过集体的智慧，讨论出种植需要的工具和

材料后，教师抛出问题“那小组成员间自己商量，如何分配任
务？”，这个环节中就能够很好的发展幼儿的协商能力，他们要
相互协商好谁带泥土，谁带种子，谁带工具等进行任务分配的问
题。 

2.小组合作——一共同装饰
种植活动要开始了，班上的几个女幼儿说：“老师，这白白

的泡沫箱一点都不好看，我们把它打扮打扮吧。”基于幼儿的学
习兴趣，老师也提供了彩色的不干胶、油画棒、彩色笔等材料。
幼儿们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有的幼儿用彩色的不干胶剪了很多
的花贴在泡沫箱上，有的幼儿用彩色笔花了很多的花草在泡沫箱
上，还有的幼儿用油画棒画了一些彩色的波浪在泡沫箱上……
瞧，一只只富有生命力的泡沫箱就诞生了。 

3.祖辈参与——项目支持
接下去就是种植的环节了，这也是 激动的时刻了，幼儿们

忙的不可开交，有的幼儿用铲子把袋子里的泥铲到泡沫箱里，有
的幼儿用小铁锹在给泥土松土，有的幼儿把种子洒在泥土里，还
有的幼儿在忙着搬运小工具……在种植活动时，又能很好的体现
出了幼儿之间的团结互助能力，一起铲泥土，一起种植，活动后
又忙着一起整理等。 

种植活动从刚开始的话题讨论到确定小组人员再到拿工具
材料，整个过程中少不了家长的配合、理解和支持。在种植当天，
好几个家长都主动的来参与这次的种植活动当中，家长的参与让
幼儿们兴奋不已，更让这次的种植活动更加井然有序的开展。 

（三）中期管理——小组合作式的项目管理
距离种子播种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幼儿们从 初的选

种—播种-照顾-记录，看着种子一天天的长大，变成小芽芽；小
芽芽一天天的长大，变成小苗，再到现在长出了大片的叶子。看
着植物的点滴成长，相信幼儿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小想法。因此，
通过这个“小汇报”的形式，即能让幼儿在集体面前大胆的表达，
又是对植物的变化进行了很好的梳理。 

1.小组汇报  经验碰撞
教师请每个组的组长拿着记录本，对这段时间里观察到的植

物的生长变化进行简单的汇报。杭杭是白菜组的组长，她手上拿
着记录本，边翻边说：“刚开始，我们观察到种子有点冒芽
了。”…… 

2.遇到难题  群策群力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偶尔也会遇到一些小难题，当面临难题

时，教师选择站在幼儿的身后，细观孩子的变化，在幼儿需要时
给予适当的帮助。因为教师相信我们的幼儿完全有能力去解决问
题。 

案例：测量土豆长高了 
开学后的第一天，土豆组组长馨馨带来了土豆。小朋友发现

土豆长高了很多。 
幼儿纷纷前来围观，老师说：“那我们来想想办法吧！”老师

的问题一抛出，幼儿马上七嘴八舌的聊了起来。杭杭用手指着种
植区的展板说：“要不，我们就用这个吧，老师，你来帮我们裁
成条状。”  

3.动手实践  突破难题
当幼儿想出用 KT 板做尺子的材料后，教师马上提供了充足



2019 年 12 月（总第 223 期） 

1565  

教育科研 

的材料支持。当然在此过程中，教师也是仅仅提供材料，而对于
怎么做尺子的问题还是选择了保留，相信幼儿在动手实践的过程
中会想出解决策略的。 

案例：制作尺子 
老师将 KT 板切割成了长 40 厘米，宽 5 厘米的长条形若干，

还有尺子、铅笔，并把这些材料投放到了区域活动当中。杭杭拿
着 KT 板，皱着眉头，说：“这个刻度该怎么来画呀。”瑶瑶拿着
一把尺子，对杭杭说：“你可以看看这把尺子，比着来画。”听完
瑶瑶的话，杭杭把尺子整齐的叠放在 KT 板上，慢慢的画起先来，
并从下到上写上了 1、2、3、4……的数字。 

（四）项目生成——小组研究式的项目跟进 
1.发现秘密  众说纷纭 
案例：土豆的叶子变黄了。 
一天早晨，贝贝走过土豆种植区，突然大声的叫起来：“你

们看，土豆的叶子怎么变成黄色了？”听到她的叫声，宝宝蹲下
来，把头一歪，说着：“真的，下面也有一些叶子变黄了。”洋洋
蹲下来，摸摸土豆的叶子，说：“你们看，它的茎也有点变得枯
萎了。” 

2.初步猜测  探究奥秘 
指南中指出“成人，特别是教师的参与本身就是一种鼓励，

当幼儿有疑问时积极对待并和幼儿一起讨论，当受到邀请时作为
一份子参与幼儿的探究，认真并热情地倾听幼儿的表达和分析交
流并给予适当的回应，都是对幼儿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在此
活动中，教师能及时发现幼儿感兴趣的内容，即“发现土豆的叶
子变黄了”，并积极参与到幼儿的探究活动当中，能更好的激发
幼儿探究的兴趣。 

案例：土豆的叶子为什么会变黄色。 
这时，老师摸摸他们的脑袋说：“为什么会变黄呢？”洋洋

说：“也许是它很久没有喝水了吧！”贝贝说：“那我们就给它多
浇点水吧！”宝宝说：“我去拿水壶”。很快，宝宝就接来了一大
壶水，并给土豆喝饱了水。接下去的几天里，土豆组的小朋友也
都每天按时按量给土豆浇水。 

3.再次设疑  寻觅答案 
当幼儿基于土豆叶子变黄，不是因为缺水的问题而再次疑惑

时，教师并没有给予答案，而是将以建议查阅资料的方式，让幼
儿通过找身边人寻求答案的方式来激发幼儿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案例：土豆的叶子怎么还是黄色的 
土豆组的幼儿们都闹开了，贝贝说：“明明每天都给土豆浇

水了，怎么叶子还是黄的？”洋洋说：“对呀，你们看，它连新
长出来的小叶子都是黄色的了。”贝贝说：“谁来拯救我们的土
豆。”洋洋掰开黄叶子，说：“你们看，土豆变黄了，它会不会是
老熟了？”老师也参与了幼儿们的讨论，“那我们要不网上查查
看资料吧！”  

4.查阅资料  验证猜测 
指南中指出“允许幼儿出错、弄错甚至是弄错。”因此，在

活动中，幼儿们在讨论着关于土豆叶子变黄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它渴了，可能是因为它成熟了，教师并没有判断幼儿的对错，而
是以一种建议的方式如“网上查找答案”的方式，引导幼儿自己
查阅资料来验证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以此来发展幼儿的探究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猜测孩子们知道了其中的缘由。 

（五）后期品味——小组实践式的食物探秘   
1.小组商榷  投票决定 
案例：土豆可以做什么？ 
餐后，老师组织幼儿一起来挖土豆，很快七八个土豆被挖了

出来，孩子们个个兴奋不已。老师还组织幼儿讨论：“土豆可以
做什么？”有的说土豆可以做成薯条，有的说土豆可以做成薯片，
有的说土豆可以做成土豆饼，还有的说土豆可以用来烧菜……
后，投票结果显示炸薯条和蒸土豆的幼儿人数 多。 

2.分组劳动  自给自足 
土豆的幼儿们又忙开了，在切土豆时，乐乐说：“老师，我

们可以把 后一个土豆留下来吗？这样，明年又能吃到很多的土
豆了。”乐乐的想法得到了集体的认可。就这样，留下了一个小
土豆种子。 

3.美食分享  味蕾之旅  
起床后，小朋友看到桌上放着一盆薯条和土豆块，都很惊喜。

馨馨说：“真香啊。”宝宝说：“这比肯德基的薯条还要好吃。”贝
贝说：“这是我吃过味道 好的薯条了。” 

土豆组的幼儿已经完成了土豆收获的全过程，从播种到管理
到收获再到品尝，整个过程中，幼儿们收获到了满满的成功感。
然而，作为种植项目活动不能仅仅关注可食用部分，其实，植物
的每一个部分都具有意义。例如青菜组种植的青菜，它们经历了
播种——出芽——长大——开出油菜花——油菜籽，那么油菜籽
去哪里了？油菜籽有什么用？这些都是可以引导幼儿去观察和
讨论的话题。 

三、成效与反思  
（一）小组合作式种植——培养幼儿自主管理能力 
1.小组合作  提升交往能力 
种植项目活动中，教师给幼儿创造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幼

儿之间以小组探究式的模式开展，幼儿的交往能力也在不断的提
高和升华。我们对研究一天中幼儿主动到种植区交流记录的人数
进行了统计。研究前主动交流人数为 10%，研究后为 60%，如
下图所示： 

2.自主管理  激发责任意识 
在种植项目活动过程中，教师以参与者和支持的者的角色参

与其中。幼儿通过以分小组的方式对所种植的蔬菜进行管理，在
此过程中，幼儿的角色意识不断改变，从“教师要我管”逐渐发
展成“我要自己管”，同时幼儿的责任意识也随着角色的转换而
不断增强，会主动的关注植物的生长变化，给予相应的照顾和管
理。 

（二）小组合作式种植——提升幼儿自主观察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 

1.观察记录  跟踪生长变化 
教师和幼儿一起开展种植项目活动中，幼儿通过对植物的持

续观察，发现了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很多秘密，如观察到了植物从
种子到慢慢发芽再到长出叶子的过程；土豆的高度已经超出尺子
的高度了；植物的叶子变成黄色的了等等一系列的变化，幼儿在
不断的观察中提升了自身的观察能力、探究能力。 

2.小组合作  生发探究发现 
在开展种植项目的一系列活动中，幼儿通过对植物的生长变

化进行持续观察，逐渐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这正是
科学素养中的关键所在。例如当幼儿们发现土豆叶子变黄后，他
们非常的好奇，他们会去猜测其原因，这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探
究欲望，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们 后会通过查阅资料的方法
来验证自己的猜测过程，其实 后的结论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因
为参与到探究的过程中，习得这些科学的素养才是他们 大的收
获。 

（三）小组合作式种植——促进幼儿与同伴之间相互交流，
丰富探索经验 

1.同伴交流  协商分享经验 
指南中指出“社会学习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尤其是社会态

度和社会情感的学习，往往不是教师直接教的结果，幼儿主要是
通过在实际生活和活动中积累有关的经验和体验而学习的。”在
项目中，教师通过让幼儿自主投票、小组汇报、共探奥秘、品味
美食等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经验。 

2.小组合作  增强团队凝聚力 
在项目开展中，幼儿从 初的选种到选组再到分组管理再到

分享成果这一系列的课程开展过程中，通过一次次的讨论、交流、
协商、分享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同时，
小组间的团队凝聚力也在慢慢的增强，通过自主种植活动的课程
真正发挥了团队的力量，体验到了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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