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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活动中大班幼儿观察能力培养的策略
焦加艳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龙潭幼儿园，江苏 南京 210046）

摘要：儿童教育家和心理学家陈鹤琴先生说：“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我园地处农村，具有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在幼儿

的兴趣和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种植实践活动。在种植活动中幼儿能够近距离与自然接触，这是培养和提升幼儿观察能力

的环境支持。此外，幼儿在种植活动中运用交流、比较、实验等方式培养具有一定观察的意识、激发幼儿的观察兴趣，掌握正确的观察

方法，学习多元的观察记录方式，培养和发展幼儿对植物特征的感知能力和观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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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把“亲近大自然，有观察、

探索周围事物与现象变化与发展的兴趣，初步了解人与自然的关

系”作为学习活动的课程内容之一。种植活动是一种新颖的教学

方式，其实践性比较强，同时能够拉近幼儿与自然之间的距离。

幼儿在种植活动中与植物、泥土、水互动，在此过程中能够对植

物的生长过程有新的认识，同时也能提升自身的规划与表现能力，

于其亲自然意识的培养也有积极意义。本文主要从案例出发，从

所思、所得、所悟三个方面分析种植活动在幼儿数学认知能力的

培养和发展方面的价值与策略。

一、以经验和兴趣为基础，抓住教育契机，提供幼儿种植观

察机会

（一）支持幼儿的兴趣，开辟种植园

【案例】正值种植的好时节，一天孩子们在图书角阅读一本

《萝卜来了》的绘本，便开始和同伴交流绘本内容，有孩子便提

出想要种植萝卜。“我知道怎么种，我看过我奶奶种萝卜！”“我

和我外婆一起去拔过萝卜呢！”“可是我还不会呢！”……孩子

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见到他们对种植萝卜兴趣如此之大，于

是我们便展开了一场种植萝卜的奇妙旅行。

经验是幼儿学习的基础，兴趣是幼儿学习最好的老师，若想

幼儿积极地参与到种植活动中，并从中获得发展，那么首先要考

虑到孩子的种植经验和兴趣。对植物产生观察的欲望和兴趣是幼

儿观察能力培养的关键之一，幼儿天生喜爱大自然，对大自然中

的一切都会产生好奇。因此，教师要从幼儿喜爱的大自然出发，

抓住此时的教育契机，抓住幼儿的好奇心和兴趣点，引导幼儿从

植物各方面的观察入手，培养幼儿在种植活动中具有良好的观察

意识，促进幼儿能在种植过程中进行持续、有效的观察。我园地

处农村，具有得天独厚的种植自然条件，幼儿园的种植园区域较大，

为孩子们开展种植实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场所。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种植实践活动，引导幼儿在亲身体验、

实际操作中，提升观察能力

荀子说：“系之以道而弗强”，就是在主张作为教师对学生

要引导而不是强迫。明代著名教育家王阳明提出教师要“导之习

礼”“养之以善”，要通过启发、鼓舞的方式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因此，教师应积极参与到幼儿的实践活动中，启发、引导、鼓励

幼儿细致地观察、精心地照顾植物。因此，根据季节的特点和幼

儿兴趣的需要我们开展了种植萝卜的实践活动，但是萝卜的种类

有许多，于是，通过经验调查和交流，我们确定种植三种萝卜——

白萝卜、红萝卜、红心萝卜，这也有利于引导幼儿在种植过程种

进行对比观察。但是，孩子之间是存在个体差异的。有个别幼儿

对种植萝卜不感兴趣，而是对种植蚕豆感兴趣，于是我们将种植

园地开辟成几个部分，供幼儿进行其他植物的种植。

（三）为幼儿在种植活动中进行观察提供时间和材料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给幼儿提供丰富的材

料和适宜的工具，支持幼儿在游戏过程中探索并感知常见物质、

材料的特性和物体的结构特点。在种植活动开展得过程中，教师

要给予幼儿充分观察的时间，可利用中午散步环节、下午户外游

戏时间、上午自主游戏时间等，只有充足的时间，幼儿才能够静

下心进行细致的观察。其次，观察不是只有一双眼睛就可以的，

还需要工具的支持。因此，在种植活动种，教师要提供幼儿多种

多样的观察工具。比如：放大镜、直尺、记录纸、笔等。

【案例】测量荸荠：在种植荸荠的观察活动中，幼儿对荸荠

的高度产生了好奇，于是教师便抛出问题：现在荸荠有多高？你

可以用什么办法来测量呢？随着孩子们的热烈的讨论，想法也越

来越多。有的说可以用尺子来量一量；有的说可以用我们吸管来

比一比；有的说可以用线等等，于是，在鼓励下幼儿从家里带来

了直尺、冒险、吸管、卷尺等材料对植物进行了测量活动。

二、综合运用适宜的观察方法，促进观察能力的发展

（一）从直观感受出发，引导幼儿运用感官进行观察

【案例】在种植蚕豆的过程中，幼儿对蚕豆开的花很感兴趣，

便会才观察过程中去闻一闻、摸一摸。“老师，蚕豆的花是紫色的，

还有点白。”“闻起来好像有点香呢！”“摸起来有点软呀！”……

俗话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是说要调动多种感官去观察。

幼儿对植物最直接的观察就是从视觉来观察。对于一些有着特殊

气味的植物，教师可引导幼儿用嗅觉去感知植物的特征。还有一

些植物的叶子、茎等部分表面有一些较明显的特征，教师可引导

幼儿用手去摸一摸感知期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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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导幼儿运用顺序观察法，培养细致的观察能力

【案例】在小麦的观察活动种，当教师与幼儿一起来到种植

地后，幼儿用手拨了拨绿油油的麦苗后，便和同伴开始大脑打闹，

并没有对麦子进行细致的观察。“老师，我们看完拉，麦子是绿

色的”“全是绿色的，像草一样”“没有其他特征了！”……

在上述案例种，小麦由于没有长麦穗，所以其特征相对来说

较少，这也导致了幼儿在观察时，从整体上看过去麦苗就时绿油

油的。但是麦苗的叶片形状、麦苗从根部往上都是一样的吗？在

引导幼儿观察时，教师要有针对性，鼓励幼儿从上往下或者从下

往上进行细致的观察，在第二次观察麦苗时，幼儿从下往上进行

观察后发现，麦苗根部是一根茎一样伸出来，然后分支，像一根

根小草一样。因此，教师要根据植物地特征，遵循一定的观察顺序，

引导幼儿进行观察。

（三）合理运用对比观察，在比较种培养幼儿的观察能力

【案例】收获萝卜后，幼儿将萝卜带回班级，自发地进行了

观察。“你看，这个红萝卜外面是红色！”“绿萝卜外面是绿色

的！”“红心萝卜外面也是绿色的欸！”“但是红心萝卜肉是红色的，

其他的肉是白色的”……

对比观察法主要适用与两个或两个以上植物进行观察比较，

在进行思考、分析、判断其特征，从而较全面地认识植物。在收

获萝卜的案例中，幼儿通过对比观察三种不同的萝卜，加深了对

三种萝卜特征的认识，同时也培养了对比观察的能力。

（四）巧妙运用实验观察，加深对植物特征的认识

【案例】种植荸荠的育苗阶段，幼儿对“什么样的荸荠更适

合育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中，幼儿通过观察、比较，

一致认为形状饱满（椭圆）、表面无损、颜色均匀、个头偏大的

种荠进行育苗。但是也有一部分幼儿有这样的疑问：“那些小的、

形状干瘪的就不可以育苗吗？”于是我们进行了对比实验观察法：

将幼儿分成两组，一组是幼儿选出的“优良种荠”，另外一组则

是幼儿认为不适合育苗的“淘汰种荠”。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

那些“优良种荠”最先长出了嫩芽，而“淘汰种荠”则出芽时间较长，

且牙的生长速度和态势明显不如前者。

观察力是幼儿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重要能力。《指南》中

要求幼儿亲近大自然，能感知和发现动植物的生长变化及其基本

条件；能察觉到动植物的外形特征、习性与生存环境的适应关系。

在种植活动的管理环节，教师要关注幼儿观察能力的提高，让幼

儿在观察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要引导幼儿学习运用比较观察、追踪观察等，以

帮助幼儿在植物生长过程发现其形状、空间布局、长短、高矮等

方面的差异性，再辅之以集体研讨、小组交流、实验对比等方式，

促进幼儿观察能力的培养和发展。正如荸荠种植过程中，幼儿能

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荸荠形状、大小、牙高度、栽种分布等方

面的不同，且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自己发现的问题，在这一

过程中培养和发展了观察能力。

三、采用多元记录方法，用表征方式记录观察

（一）图片记录法

植物的生长迅速且多变，为了有利于幼儿的观察，教师可以

将植物生长各个阶段具有典型性的特运用图片的形式进行记录和

呈现。此外，此方法适用于年龄较小且自己记录比较困难的幼儿，

这降低了幼儿记录的难度，同时也培养了幼儿对植物的观察能力。

（二）表格贴纸记录法

在观察植物的区域教师可以根据幼儿的需要设置关于浇水、

松土、观察等内容的表格，并提供贴纸，引导幼儿在完成对植物

的观察和管理后进行贴纸记录，这样的方法简便易懂，更易操作，

在培养幼儿观察能力的同时也激发了幼儿爱护植物的情感。

（三）符号表征记录法

在观察植物活动过程中，引导幼儿将自己的发现运用一些符

号进行记录，比如：长短不一的线条表示植物生长的速度不同；

大小不同的园表示植物果实的大小；粗细不同的长条表示植物茎

的粗细不同等。符号记录法不仅可以用简易的线条表示自己的观

察发现，还能激发幼儿对植物进行深入的观察兴趣。

（四）音视频记录法

在种植活动中，幼儿的语言或对植物观察时的表情、情感很

难用符号进行记录，这时候就需要用音频或者视频记录的方法来

记录幼儿当时的情感态度、行为表现。采用这样的记录方法教师

可以根据幼儿的观察记录下幼儿在观察总独特的表现，并且可以

运用在活动后将音频或者视频和幼儿进行分享，让幼儿分享自己

在观察中的发现和种植过程中的感受，这有利于在种植活动培养

幼儿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自我情感。

四、结语

综上，种植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应成为幼儿生活的一部分，

教师在开展种植活动时要注重幼儿综合能力的培育，设置多种形

式的任务鼓励学生走进自然，感受万物萌芽、生长的奇妙景色，

体会大自然的四季更替、生命轮换，唤醒幼儿感受自然、珍爱生

命的情感，使其能够在种植活动当中真正体会到进行自我认知、

自我提升等乐趣，在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实际操作中培养和发

展观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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