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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田园生活课程的诞生
课程的诞生并没有非常刻意，课程一直存在于生活中，生

活处处皆课程，教师善于发现幼儿的兴趣点，抓住机会，给予
鼓励与推动，课程就应运而生了。

随着社会和高科技的发展，田野渐渐变少，孩子们大多生
活在都市中，对蚱蜢、蟋蟀这类田间小昆虫的认知也比较薄
弱。但是小昆虫一直都是孩子们非常好奇和喜欢的，她们喜欢
观察小昆虫、猜测小昆虫、研究小昆虫。偶然的机会，孩子
们在小菜园里发现了小蚱蜢，并且对这只小昆虫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趁此机会，我觉得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蚱蜢。

2  生活教育理念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实践
故事一：小蚱蜢吃什么
早上小朋友们去小菜园给种植的青菜萝卜浇水时，带回了

一只绿色的小虫。我告诉孩子们：“宝贝们，这个叫蚱蜢，是在草
地、田野里经常会看见的一种小昆虫。”可是小蚱蜢吃什么呢？孩
子们回家请爸爸妈妈一起帮忙查一下。第二天早上，萌萌拿了个
小袋子蹦蹦跳跳进了教室，将小袋子拿到小蚱蜢的旁边晃了晃，
偷笑着说：“小蚱蜢你看，我给你带好吃的了。”萌萌将袋子里的
小青菜拿了出来，说：“是小青菜呀，妈妈已经洗干净了，喂给小
蚱蜢吃的。”说着萌萌将玻璃瓶的盖子拿起来，放了一片菜叶进
去。宝贝们围着小蚱蜢分享着爸爸妈妈们帮忙查的资料，这时候
只见小蚱蜢跳到了萌萌放进去的菜叶上，咬了一个大缺口。孩子
们达成共识以后每天轮流喂小蚱蜢。为了提醒小朋友们小蚱蜢喜
欢吃什么，萌萌和瑶瑶还把小蚱蜢喜欢吃的东西画了下来，贴在
了小蚱蜢的旁边。当孩子们对蚱蜢吃什么产生问题时，教师并没
有直接告诉孩子们答案，而是鼓励孩子们自己去生活中寻找答案，
生活课程就这样继续下去了。经过爸爸妈妈们的帮助，孩子们知
道了蚱蜢喜欢吃绿色的叶子，如草叶子、菜叶子等，并且由他们
自发生成了喂小蚱蜢的人员安排。这是孩子们对蚱蜢展开的第一
步研究学习，都是靠孩子们自己的兴趣和努力。

故事二：小蚱蜢死了
周一入园没多久，孩子们就发现小蚱蜢死了。小苹果说可能

是因为周末带回家时给它吃了小区里的树叶，上面有农药。我接
着问孩子们：“那以后我们养小蚱蜢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怎么照顾
它呢？”曦曦第一个说：“我们不要喂小蚱蜢吃带农药的叶子。”沐
沐说：“我觉得不要喂给小蚱蜢吃太多，不然它会撑死的。”齐
齐说：“我要爱护小蚱蜢，多关心关心它。”小蚱蜢的突然死亡引
起了孩子们的猜测，并且关注到小蚱蜢生活时需要的东西和注意
点。虽然最后死亡原因并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
中知道了饲养小蚱蜢要注意什么。孩子们通过自己的经历进行猜
测、验证、学习，在这个饲养蚱蜢的生活活动过程中得到了研究
性学习的方法，提高了自主学习的能力。

故事三、蚱蜢的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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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陶行知先生推崇的生活教育理念下，大自然和大社会都是重要的“教材”。结合当前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幼儿
教育的现状来看，处于幼儿园阶段的幼儿对大自然充满了探究欲和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来说，大自然是一个充满了乐趣与探究秘
密的学习天地，因此，当下很多幼儿园都开设了田园课程，这正是对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实际践行。笔者在研究陶行知先生
生活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一个偶然的契机，与孩子们开展了一次关于蚱蜢的田园课程学习研究，想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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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只小蚱蜢死了之后孩子们一直觉得有点可惜，养小蚱蜢
的瓶子也一直空着。今天孩子们在小菜园浇水时发现又有“一跳
一跳”的小虫子了，眼睛一眨，李老师手里又捉到了一只虫。孩
子们一看，兴奋极了，“是小蚱蜢！”第二只小蚱蜢又养在了之前
的瓶子里，有了养第一只小蚱蜢的经验，孩子们都觉得能把第二
只小蚱蜢养的很好。致远和澄澄趴在窗台上看着小蚱蜢，致远突
然对澄澄说：“澄澄，你有没有发现这只小蚱蜢和之前那只有点不
一样，之前那只是绿色的，这只怎么好像有点像泥土的颜色？”关
于小蚱蜢，其实还有很多孩子们不知道的秘密，我对孩子们说：

“小朋友们，其实小蚱蜢还有很多小秘密哦，你们回家可以请爸爸
妈妈帮帮你们，一起查查资料，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蚱蜢的小秘
密吧。”第二天早晨，澄澄兴奋地跑进教室，对致远说：“我知道
了，因为这只小蚱蜢变老了，所以它是泥土的颜色！”致远笑了
起来，说：“我已经知道啦，昨天妈妈帮我查了资料，蚱蜢小时候
一般都是绿绿的小草的颜色，等到慢慢长大变老，就会慢慢变成
泥土的棕色啦。”康康说：“我爸爸妈妈也帮我查资料了，你们知
道吗，其实小蚱蜢很有营养的，可以用来炸着吃，而且蜥蜴也喜
欢吃它。但是小蚱蜢很聪明的，它会去吃臭臭的树叶，然后再吐
在自己的身上，蜥蜴闻到了臭臭的味道，就不吃它了。”孩子们听
的入了迷，原来关于小蚱蜢，还有这些事情呀。

孩子们发现了先后两只小蚱蜢的颜色不一样，于是产生了研
究小蚱蜢的兴趣。经过家园合作，孩子们请爸爸妈妈一起帮忙查
阅了资料，了解到了蚱蜢很多的小知识。满足《指南》对中班幼
儿的探究要求：能对事物或现象进行观察比较，并通过简单的调
查收集信息。通过饲养小蚱蜢，孩子们感知了生物了多样性及独
特性，以及通过查阅资料，知道了生长发育以及繁殖的特点。

3  结论综述
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也是一次意外的收获，教师抓住了

大自然这个生活教育契机，将“大自然、大社会”作为教学资源
而引入到教学中。当下很多幼儿园都配备了小菜园、小农田等环
境，这也是对于现在生活在城市的幼儿接触不到田园生活的一种
补足，教师应当利用起这个资源，从现有资源入手，借助简单的
挖掘开发，抓住幼儿的兴趣，将教育延伸到大自然中，田园课堂
环境就应运而生。以孩子为主导，一起开设的研究学习，另外发
挥家园合作的力量，家长配合帮助孩子一起做研究。给予孩子们
观察和猜测的空间，支持孩子们大胆的想法，并且提供他们研究
的渠道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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