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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科学教育需要充分兼顾
到孩子的生活，通过生活中的事物让他们进行探索。”为孩子
设计了相应的种植课程，也是为了利用身边的植物帮助儿童形成
相应的意识，让幼儿在亲自观察植物的生产状态中，了解相关
的植物种植的知识，学会相应的种植方法，在亲身体验中获得
快乐，此课程的开设能够让幼儿教学更加科学合理。

1　幼儿园种植课程的主要内容
对种植课程的内容进行设置，应以幼儿的生活实际为基础，

根据幼儿既有的生活经验，对三个类型的课程内容组合形式进行
设计。第一，以植物的生长环境、过程以及喜好为基础设置主
题活动；第二，以植物的外形特征、生长规律为基础对季节性
的活动进行设置主题活动；第三，以植物和动物之间的共生关
系为基础设置主题活动。在开展种植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发
现，植物能够吸引鸟儿，鸟儿的粪便能够为树木提供生长所需
的养分，由此得知在环境中动、植物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
系。动物将植物作为食物，同时也能够帮助植物传播种子，并
为植物提供养分以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发展，这构成了生态系统中
的一条重要生物链，使动植物之间的共生关联性得到充分体现。
对于动植物之间这一关联性，教师应积极帮助幼儿进行理解，使
其能够逐渐建立起不同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的观念，并引导幼儿逐
渐具备“保护环境”的意识。

2　幼儿园种植课程存在的问题
2.1种植课程开设目标模糊
如今，种植场所已经成为了每个幼儿园必须具备的教学场地，

并且所有的幼儿园均在进行种植科目授课，不过众多幼儿园在进
行种植授课期间，未制定科学有效的授课计划，同时缺乏相关的
探究过程，造成孩子们对重视的认知比较混乱，老师自身对种植
科目的整体目的、开展结构和应用的相关设施的认知较差。老师
不能良好认识到授课的目的，缺少科学的授课方式，造成种植科
目授课过程比较随意，种植期间比较重视对植物的认识，但是对
于情感培养方面的关注较低，比较注重种植方式，但是忽略了种
植效果，使得种植课程的开展效果欠佳，造成孩子们在学习过程
中缺少耐心与连贯性。

2.2种植课程缺乏幼儿参与
种植科目比较简便，授课方式较少，造成学生参加的热情较

低。幼儿不能亲自动手操作，还无法近距离的展开查看、对比，从
而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自豪感与自信息。现如今，种植期间孩子能
够进行的劳动较少是首要解决的问题，造成此种现象通常是由于：
课程设计缺乏科学性，授课方式较少，学生的参加热情较低；为
了保护学生的安全；老师过于轻视学生的能力；学生参加到劳动
中后会影响劳动进程，老师嫌费事。

3　幼儿园种植课程的实施策略
3.1 班级自然角，呈现精彩纷呈的微观环境
在过去，教师在设置幼儿园懂得自然角过程中，往往侧重于

其具有良好的美观性，设置了一些观赏性的植物。在提出“让幼
儿成为自然角小主人”后，开始安排孩子自己去设置与管理自然
角。设置一系列问题让他们讨论，包括，我们种些什么？养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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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如何进行摆放？认真记录孩子的想法且尽可能地去实践。在
自然角中，大家自由地沟通交流。这样在孩子们的手中，奶粉桶
涂抹色彩变为成海绵宝宝，再然后配置上充足的泥土，转变为种
子萌发的沃土；洗衣液瓶精心设计成小天鹅，成了垂吊植物的家
园；水果篮重新装饰，放些农作物、果实，变成秋天收获的展示
园……在大家巧妙设置的环境中，比较包含一些具有观赏性的常
绿植物，而且还配备了许多大朋友种植的小苗苗。他们通过简单
的图示去记录：今天我为小苗苗做了什么事？小苗苗又有哪些小
变化？观察、记录的过程让幼儿观察植物成长过程中的基本特性，
例如，他们离不开阳光、浇水过量小苗的根会腐烂等。除去多姿
多彩的植物，还设置了许多动物，例如田螺、乌龟等。发现问题
时，他们会积极地去寻求原因，并且还有许多家长也成为了孩子
们的顾问。

3.2社区互动，建设温暖如春的美丽园区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植树给大自然带了了更加浓厚

的春意；垃圾分类使得部分废物得到循环利用，让生态更美。为
使孩子可以主动与环境沟通交流，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投入
到植树活动之中，使他们体会到劳动的乐趣，真正体验到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我园组织孩子们参与“种出来的春天，分出来的美
丽”活动。通过活动，让幼儿了解植树造林的意义，并亲身参与
植树活动，爱护花草树木，树立保护生态环境意识；让他们充分
理解垃圾分类的基本标准以及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分类投
放垃圾的习惯。

3.3种植园地，打造其乐融融的生态家园
种植园地孩子们参与种植实践的一个园区。老师领着他们在

该区域中散步，让他们以“寻”为主线，认真观察且认识各种植
物。他们通过接触大自然而认识许多蔬菜，进入到该区域中，他
们同样会认真地观察。中、大班的幼儿，一起探讨种植什么，亲
自去翻土、播种、管理和收获。孩子们根据各自的喜好找伴，非
常有兴趣地协作，有的翻土、有的种植、有的填土等等，大家都
踊跃参加。他们通过亲身参与整个种植全程，养成了一定的合作
意识。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妥善解决幼儿自然缺失症的问题，可以尝试

着在幼儿园教育中融入校园景观教育。一方面需要认真营造良好
的景观，为下一步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另一
方面，种植园的营建可选择多方亲自参与的模式，共建共享的模
式可以尽可能地提升每一个幼儿的参与积极性；第三，作为一个
景观场地，在不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时，为充分确保景观的完整度。
设计团队与园方还应努力做好营建与维护管理等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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