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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劳动教育教育理念下生活课程的探索与研究
——以中班银耳的种植为例

郑欣荣　杨欣玮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山东 潍坊 262500）

摘要：劳动不仅能够给人带来生活上的所需，还能够让人们在劳动中懂得自己所得的不易，更加珍惜眼前更加精益求精的生活。是

我们现代人必在幼儿园中生活教育随处可见的，幼儿园的种植教育是劳动教育的必经之道，通过劳动幼儿可以获得非常实际的生活经验，

在本次劳动活动中幼儿通过对种植银耳的前期准备以及种植的过程记录，反映出幼儿劳动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以银耳种植为契机开展生

活教育，在劳动的过程中形成生活课程的内容，劳动离不开生活，生活也离不开劳动，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陈鹤琴的“活教育”

理论为活动基础，让教师和幼儿获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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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活课程故事的缘起

银耳是一种能够提高幼儿免疫力的蔬菜，营养价值极高，是

幼儿经常见到吃到的一种蔬菜，银耳颜色白白的，吃起来咯吱咯

吱的，其清脆的口感让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并且作为菌类，银

耳的形状不同于蘑菇等，银耳的种植周一在四个周左右，适合小

朋友栽种培养。并且在一日生活的就餐环节中，教师发现很多幼

儿对银耳的生长非常感兴趣，所以就开展了“银耳种植”的劳动

教育活动。我们拿出了时间去带着孩子从认识孢子→培育→观察

成长→收获果实→食用果实。在这过程中，孩子们小心翼翼的孕

育一颗孢子，会害怕果实被风吹害怕银耳苗长不大，结出果实的

时候每一个银耳都被观看了很久很久，甚至不舍得吃到肚子里去。

甚至连有些烂掉的也不愿意扔掉。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真挚的，

当孩子付出劳动和辛苦去培育，那我们培育的不只是那一颗颗小

苗，更是孩子的责任心、劳动心。

二、对生活中的“银耳”产生兴趣

小朋友们的疑问铺天盖地，兴趣有，但是我觉得他们更多的

是疑问。对于孩子们的疑问我打算想办法去解决，但是“真菌、

孢子”这样的名词在幼儿眼里非常的难以理解，所以要如何让孩

子完全了解银耳，成了我们的大问题。银耳作为一种常见的菌类，

不想西红柿、草莓一样被大家熟知，也因为他的复杂很多幼儿园

选择不去解释，但是在社会上误食菌类导致中毒的时间层出不穷，

面对孩子们的兴趣，教师积极展开讨论，并由此生成 2 周的主题

活动，形成“银耳”主题课程。

三、对生活中的“银耳”展开探究

（一）科学领域展开对银耳的分解

科学课为幼儿打开银耳的大门。由于银耳结构、种植、生长

的过程与小朋友们日常见到的并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全新

的领域，所以需要将银耳一点一点地分解开来，让小朋友真实地

看到银耳的样子。首先我们组织孩子们通过观看视频来了解银耳

的整个生长过程，并且将银耳的构成以视图的方式展现出来，让

孩子们了解银耳的构造，孩子们很好奇这个长在木头上的植物。 

“在水里面泡泡就软了。”原本要结束的课程被孩子们要求添加

了一个环节，下课之后应孩子们的要求我们将银耳泡在了水里，

带着孩子们去喝水上厕所，我看到 90% 的孩子在厕所出来之后都

会看向有银耳的杯子，甚至有小朋友把手伸进去。在科学领域中

教师介绍了银耳的外形，银耳的生长过程以及银耳的部分特点教

师采用直观的方式让幼儿有更加真实的经验，使银耳在幼儿的心

中有了初步的形态。

（二）艺术领域展开对银耳的绘画

艺术课为幼儿巩固银耳的形态知识。孩子们对银耳的外形以

及银耳的软硬状态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但是每一个孩子对银耳

的认知程度是什么样的教师还未掌握，所以为了巩固银耳在幼儿

心中的印象以及方便教师了解幼儿对银耳的掌握程度，教师在美

术活动中请幼儿来设计设计自己心中的银耳。首先教师先通过让

幼儿进行回忆来了解幼儿的掌握情况。其次教师通过幼儿的绘画

来查看幼儿对银耳的那一部分掌握的最熟悉，于是教师准备了胶

水、卫生纸、硬纸、彩笔等工具请幼儿自由发挥，刚开始孩子们

都是使用纸和笔进行绘画，每个孩子的银耳都是一个圈或者一个

扇子，幼儿无法很好地描绘银耳复杂的纹路，教师则提醒幼儿使

用卫生纸以及硬纸进行制作，很快，孩子们制作出了一个又一个

的银耳，并且给银耳画出生长的树桩，通过绘画孩子们进一步对

银耳的外形以及生长环境进行巩固。

（三）健康领域展开对银耳的了解

银耳的特殊性不仅仅是它的生长环境以及种植方式，更重要

的是银耳它是一种养生药膳，在健康领域教师显示让小朋友们看

了几种自己在生病的时候经常吃的药品，孩子们看到药物的反应

是极其大的，因为大部分孩子最讨厌的就是生病吃药，所以孩子

们认识药物，并且能够清晰地说出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什么

药物，之后教师将各种银耳食物替代药品。凉拌银耳→钙片；银

耳鸡蛋羹→小柴胡颗粒；银耳雪梨汤→止咳糖浆。小朋友了解到

银耳的健康功效之后对银耳的认可又增加了几分。

（四）语言领域展开对银耳的讲解

 银耳的种植、生长、营养价值幼儿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所

以老师开展了以“银耳说”为主题的谈话活动，教师请幼儿将自

己了解到的银耳知识进行分享，有的小朋友分享了自己在家做银

耳的过程，有的小朋友则与家长一起网购了银耳种植胚，将知识

能够说出来是知识内化的一种重要标志，通过幼儿的讲述教师可

以发现幼儿关注的知识点以及可挖掘的教育点有哪些。在谈话的

过程中幼儿说爸爸买的银耳是种在一个树桩里面的，他对这一点

非常的感兴趣；还有幼儿说自己也买了树桩但是并没有种植出来

非常的伤心。幼儿的任何一个兴趣点以及情绪反应都是教育点，

所以在语言课之后教师整了幼儿的反应，针对“银耳的种植”展

开探讨。

四、教师挖掘“银耳”的教育价值

（一）探究银耳种植过程中的劳动价值

首先我们开展了植物种植活动主题月，在这第一周每个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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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选择一种自己班级想要种植的植物，对其理论知识进行讲解，

包括植物的生活作用，植物的生活环境，生长每个阶段的样貌等等；

在第二周班级开始进行各种植物的种植；在第三周开始记录和观

察植物的生长形态，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观察中进行，最后

在 30 天左右收获果实。在我们班里选择的是种植银耳，首先我们

请小朋友了解真菌繁殖的过程，通过多媒体的视频介绍银耳的特

殊之处，在商讨之下我们决定先买孢子发芽的需要的培养基原料，

按照比例教师来进行种植前准备，在此过程中幼儿主要是观察然

后用画图的方式将教师的行为表征出来。除此之外还购买了黑木

耳、白木耳等菌包，请小朋友们观察。

（二）探究银耳探索过程中的生活价值

银耳是生活中常常去吃的一种食物，但是银耳的特殊之处是

他还是一种药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一些食物具有教育

意义，比如西红柿即可以作为蔬菜也可以作为水果，黄瓜在半熟

时可能会产生有毒物质，但是在生的或者全数的状态下就不会产

生，在探索银耳的过程中我们将银耳的生活价值分为四种，搭配

种植活动，将银耳的生活价值进行挖掘，第一周了解种植的过程

中发现不同植物的不同种植方式，感受劳动的智慧；第二周种植

的过程中发现生活中不同的活动会有不同的操作技巧，感受术业

有专攻；第三周种植状态时让孩子寻找生活中与银耳生长相似的

植物，并说一说植物在生活中是如何运用的；第四周在总结种植

经验的过程中感受生活即教育的魅力，在生活中类似植物还有很

多我们还可以发现哪些。

（三）探究银耳记录过程中的生命价值

种植的过程是孕育生命的过程，幼儿在种植的过程中会遇到

植物的生长与死亡，在种植的过程里我们发现生活中的顽强生命

力也可以感受生命的脆弱，所以在种植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为幼

儿渗透生命的价值教育。第一周第二周在进行种植准备活动的时

候，我们可以为幼儿播放视频，通过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

小草，告诉孩子，生活中的小草即便是被踩被烧都可以顽强的生活，

有的时候比人还要坚强，但是生命又是脆弱的，每一个孩子都会

精心照顾自己的银耳，但是总有一些银耳是死掉的，在这个期间

让孩子感受生命的脆弱，了解要珍爱生命。

五、设置以劳动为主题的种植活动

（一）选种子、种种子

在学习完银耳的种植知识之后，就是带领幼儿一起去种植银

耳。“小朋友们，我们今天来一起种植银耳，我们需要做那些事

情呢”教师带领幼儿一起回顾种植银耳的步骤，并且引导幼儿主

动的去种。还没有开始种植，孩子们已经开始初步的观察和讨论了。

小朋友们已经学习了关于种植的知识，所以面对种植都跃跃欲试，

每个孩子都挑选了自己的菌包，并且在自己的菌包上做出了标记，

有的贴上了照片，有的则是用彩笔在塑料膜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小朋友们开始有了疑问，并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那小朋友们就把菌包当成自己的小宝宝，现在要轻轻地划

上几刀，浇一浇水才可以有果实。”在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大部

分小朋友划开了自己的菌包，并且浇上了水。

（三）设计观察表

对于幼儿来说最难的事情就是等待，所以我们让孩子们每隔

两天就去看一看自己的菌棒，感受自己亲手种植的植物带来的变

化，通过观察记录表，孩子们可以每天去记录，在记录的过程中

植物的变化孩子们看到眼里，是最直观的科学教育。

（四）观察生长

菌类植物的生长过程会有不同的状态，但是类似孢子、菌丝

一类的内容幼儿还很难以理解，孩子们无法很好地讲述出来也没

有办法画出来，所以教师就将种植的过程中会出现的所有环节都

已图片的方式记录下来，按照自己已经完成和现在看到的样子选

取照片对号入座，让孩子们对银耳成长的每一个状态都有印象，

并且每次去观看和张贴都可以看到前面已经操作过的工作过程。

（五）总结菌类种植的不同

在幼儿进行种植的过程中，有的小朋友在幼儿园里种植了银

耳之后，又回家自己进行其他植物的种植，比如番茄的种植还有

蘑菇的种植，在种植的过程中，我们将小朋友们种植蘑菇的经历

与种植银耳的经历进行对比，请幼儿感受不同的菌类成长的不同

环境、生长的不同状态，让孩子们感受到劳动的智慧。

六、开展以生活为主题的生命教育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告诉我们，在生活中处处存在教育，

在我们本次课程中，我们将在生活中发现的银耳通过科学领域，

语言领域，健康领域，艺术领域等各个方面将银耳的种植过程在

幼儿园中转变成为幼儿可以进行的一种活动，小朋友们在整个劳

动活动中不仅仅收获了关于银耳的各方面的知识，还认识到了菌

类，活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陈鹤琴认为，教育不是死的教育，

而是活的教育。那么，生活中的教育便是活的教育，幼儿的一日

生活，各个方面都会充满了教育性，比如说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

发现孩子无法接受自己的银耳死掉了，传统的教育方式中，人们

都非常的避讳对幼儿进行死或者是活着这样的生命教育，但是孩

子们不能够生活在童话世界里面，面对自己植物的死亡，孩子们

逐渐知道什么是生命的生长，什么是生命的顽强，同时也逐渐去

面对生命的消亡，在种植的过程中，对幼儿的生命教育的价值远

远大于育儿的认知本身。生命在生活中进行幼儿要在种植的过程

中去理解去参透，这就是生活中的生命教育价值。在本次活动中

我们形成了以劳动教育为背景的生命价值教育，通知也形成了以

劳动教育为背景，生命教育为基础线的生活主题课程。

七、总结劳动教育理念下的生活课程

《指南》当中也提到“幼儿是一个整体，这是我们在观察和

了解幼儿时必须 牢记的观念”。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幼儿园主

题活动的有效开展促进幼儿与自 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幼儿园

主题活动生态化发展，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和各种 能力的全面发展，

教师需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自己的生态素养。教育实践不能够

脱离生活，劳动教育更不可以脱离生活。我们在开发课程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实践活动一定是和我们的生活相联系的，

陈鹤琴曾说过，我们在幼儿园中的教育应该是“活”的教育而不

是“死”的教育。幼儿所学到的知识应该是幼儿在生活中可以用

到的。在我们进行劳动课程教育之前，我们需要让孩子懂得一些

理论知识。比如，在我们种植银耳之前，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银

耳的生长过程，让孩子对未来长期的等待有一个心理准备，银耳

的种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的种植技巧手法非常的复杂，我

们需要以集体教育的方式让孩子懂得、了解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们在做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然后我们再进行实际的操作，将

课堂活动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联系，让幼儿带着思想去做。

参考文献：

[1] 陈幸军 . 学前教育学 [M]. 人民教育出版社，2021：218.

[2] 饶蔚秋 .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下幼儿园劳动教育策略 [J].

天津教育，2023（25）：162-164.

[3] 顾宙华 . 基于“生活教育”理念的幼儿园劳动实践研究 [J].

当代教育家（下半月），2023（1）：2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