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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课程游戏化教学模式下的幼儿园种植活动 
王丽丽 

（合水县幼儿园  甘肃  庆阳  745400） 

摘要：孩子们是祖国的明天，民族的未来。幼儿教育的质量对于一个人的终身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新时代教育课程改

革的过程中，教师们要深刻认识到幼儿教育对于学生成长的重要性，将幼儿教育作为教学改革中的重点阶段。对于幼儿教育来说，

教师们要充分考虑到这一阶段学生们的身心发展规律，做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从幼儿的角度思考问题，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策

略，在现阶段，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们更加倾向于将课程教学与游戏结合在一起构建课程游戏化的教学模式，幼儿教师也可以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组织学生开展种植活动，让学生接触到自然，了解不同农作物的生长方式，对植物的生长过程进行观察与研究，

促进学生们对于自然界的人了解，培养学生的多维能力与素养。在本文中，简要介绍了基于课程游戏化的教学背景，幼儿园种植活

动的开展策略，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在阅读后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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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所谓幼儿园的种植活动，通常指的是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

师们会组织学生共同参与园内的一些花草树木的种植过程，了解不

同种类植物的种植方式，让学生通过种植活动观察并且了解不同植

物的生长过程，近距离接触大自然中的不同植物，从而培养学生们

的良好劳动素养与环境保护意识，促进学生多方面能力与素养的协

调发展。 

一、种植活动需要发挥家园合作力量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

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在幼儿教师开展种

植活动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家庭教育对于幼儿成长的重要

性，在日常的教学规划活动设计时与学生的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

了解学生在家庭中的表现，让家长参与到幼儿园的种植活动中，开

展家园合作的日人模式，通过家园合作使得幼儿园种植活动的教学

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一）种植活动以人为本，增强亲子互动 

受到长久以来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师

占据着课堂教学的主导地位，把控课堂的教学流程，幼儿们只能被

动接受教师的指令，完成教师的指导教学任务，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难以得到发挥。因此，在幼儿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教师们要深刻认

识到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改革传统教学模式中不合理之处，深刻

认识到课程游戏化教学的优势，将孩子们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做

到以人为本，将幼儿作为课堂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据，引导幼儿

家长也参与到种植活动中来，共同参与种植活动，增强幼儿的活动

体验，促进幼儿与家长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确保种植活动的顺利进

行。举个例子，在春天的时候，万物复苏，幼儿园内的种植角也有

许多新的植物，我园开展了“春天的好朋友”这一主题种植活动，

让幼儿与家长在闲暇时间探究春天生长的植物，这些植物的种植有

哪些要求？应该怎样种植？种植这种植物应该怎样关照他们？幼

儿可以和家长共同上网，收集相关资料，了解不同种类的植物的种

植方法与特点，为日后的种植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种植准备以幼儿调查为准，注重信息收集 

在幼儿种植活动开始之前，教师要做好充足的备课工作，在日

常教育教学过程中，与班级中的幼儿多交流，多沟通，了解幼儿对

于种植来看，问一问孩子们最喜欢哪一种植物，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要自己动手种植哪一种植物呢？有什么原因呢？教师也可以引

导班级中的幼儿，就之前和家长在网上搜寻的相关种植资料与同学

们进行交流与沟通，了解彼此之间对于种植的看法，获取新的种植

知识和种植方法，促进学生们对于种植的认知和理解。幼儿教师要

基于这一阶段孩子们的身心发展规律，引导孩子们积极参与的种植

活动中，通过多元化活动促进幼儿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幼儿可以通

过口头阐述或者绘画的方式描绘出自己对于参与种植活动的向向

往，画出自己喜爱的植物，举个例子，在笔者所在的班级内，就有

的小朋友会画出了硕果累累的苹果树，美丽动人的杜鹃花，在夏季

中迎风招展的葡萄藤等等，这些绘画作品有效地促进了学生们对于

植物的认知，孩子们可以在绘画过程中了解不同植物的生长状态，

促进孩子们对于种植活动的理解。 

（三）幼儿自主规划，引导种植有效开展 

如同上文所说，幼儿教师在开展种植活动的过程中，要做到将

孩子们作为课堂教学的主体，鼓励孩子们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身的

主观能动性，在种植活动设计推行的过程中，幼儿可以自主进行种

植规划，在现有的条件下，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作物品种并进行有针

对性的了解，根据园区内的土地规划情况选择具体的种植方法规划

每一个区域内的种植数量，教师可以让孩子们在纸上将自己所分到

的区域进行标号，根据符号，数字或者图片的方法标注自己所要种

植的植物，促进种植活动的顺利进行，让孩子们都能够参与到种植

规划的过程中。 

（四）亲子同种，增加种植幸福感 

在种植活动推行的过程中，教师绝不能够忽视家长在这一环节

的作用，引导家长也积极参与到幼儿园的种植过程中，和孩子们一

起在种植角内播撒希望和孩子们一起种植，参与劳动，为自己所种

下的植物付出辛勤的劳动包括但不限于翻土，浇水，施肥等等，除

此之外，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们一起为自己种植的小树苗起一个名

字，设计一个标语，为树木设计形象照，让孩子们和家长一同参与

到种植的过程中，促进孩子与家长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形成良好的

亲子互动关系，让孩子们感受到种植的成就感，获得良好的学习体

验。 

二、基于幼儿好奇心，开展种植游戏 
（一）基于好奇心理，拓展幼儿对植物的认知 

幼儿时期的孩子们是初次离开父母的庇护，独自进入集体生

活，学习和与人交往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学生们对于未知事物具

有天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教师们要充分基于这一阶段孩子们的身

心发展规律，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从幼儿的角度出发，在教

育教学活动中融入孩子们感兴趣的元素，鼓励孩子们主动参与到种

植活动中。教师们要基于课程游戏化的教育理念，在日常的教育活

动中设计一些与种植相关的游戏。举个例子，当幼儿们想要种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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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春天生长的鲜花时，教师可以在这时先向孩子们科普一些不同种

类鲜花的种植常识，不同类型鲜花种植所需要的条件和方法，并在

此基础上让孩子们了解园内种植角的情况以及当地的地理条件和

土壤成分，让孩子们选择在人类所要种植的鲜花种类。幼儿教师可

以基于这些种植小知识，在班级内开展幼儿知识竞赛，让幼儿们都

参与到游戏环节中来，鼓励幼儿在游戏中增强对于不同种类植物种

植条件的认识，增强幼儿对植物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要在

幼儿游戏环节中对表现好的孩子们进行及时的表扬与鼓励，肯定幼

儿们的学习表现，同时对表现欠佳的孩子们也要及时指出现阶段种

植活动中的不足，但也要充分肯定孩子们的学习心态，促进幼儿们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下一阶段的种植活动中。 

（二）合理利用碎片化时间，培养幼儿的种植耐心 

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课程游戏化的实施不是一蹴而就的过

程，需要教师长时间持之以恒的努力，在开展幼儿种植活动的时候

教师也要尽可能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时间，将所有的碎片化时间

都集中利用起来，培养幼儿的种植耐心。教师要充分考虑到这一阶

段孩子们的身心发展规律，利用孩子的好奇心，为整体游戏活动做

铺垫，鼓励幼儿们参与到种植实践的过程中。举个例子，教师可以

在班级的一日种植活动中，利用碎片化时间，让孩子们与自己所种

植的植物近距离接触，让孩子们了解如何在日常的种植过程中，保

护自己的植物耐心观察不同植物的生长特点，培养幼儿的种植耐

心。教师可以组织班级学生进行“五感法”游戏，充分调动幼儿们

的不同感官，让幼儿们用眼睛看，用鼻子闻，用手去摸，用嘴去尝，

用耳朵去听不同植物的特点，班级中的孩子们可以将自己的眼睛闭

起来，用自己的手去触摸不同的植物，看看哪一个小朋友能够用手

就能摸出不同动植物的特点，最快最准确的猜出自己什么道的是什

么植物？通过这样的小游戏，有效地调动了班级学生参与种植活动

的热情，促进了幼儿们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有效地提

升了幼儿教育的质量。 

三、种植活动促进幼儿多种能力发展 
（一）培养幼儿责任意识 

在幼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也可以通过种植活动来培养孩子们

的责任意识，种植过程需要孩子们亲身参与到劳动的过程中，并且

持之以恒地关注不同植物的生长情况，并且根据种植物的生长情

况，有针对性地调整每日的种植劳动过程，这对于很多幼儿都是不

小的挑战。教师可以借此机会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鼓励孩子们记

录种植笔记，针对种植情况进行及时的记录，每日观察自己所种下

的花草生长情况，包括但不下于定期的浇水，清理杂草和施肥等不

同类型的种植活动，幼儿们要用心观察自己种下的小苗生长情况，

并且新生参与到劳动的过程中，逐步养成自我服务和为他人服务的

意识，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幼儿们可以看到自己所种下的植物茁

壮成长，在内心深处也会有更多的自豪感与满足感。 

（二）培养团队合作能力 

在幼儿种植活动开展的过程中，教师要尽可能地将班级內现有

幼儿分为不同的活动小组，二，孩子们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团队合作，

促进幼儿们之间的交流与协作，培养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团队合作能

力。举个例子，在幼儿种植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孩子们可以共同去

开垦一片种植地去翻土播种浇水种植，在翻土的过程中，教师可以

让每一个小组的小组长记录本组成员的数量，并且认领相关工具再

发放给每一个孩子，避免幼儿们在分发工具的过程中产生混乱或者

追逐打闹，在团队协作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每一个团队中的小组

长担负起自己的职责，确保幼儿们在种植活动过程中有条不紊地进

行相关活动。除此之外，幼儿教师还可以设计一些与种植相关的游

戏活动，让孩子们以小组的形式参与活动，增强孩子们的集体荣誉

感和归属感，共同完成种植任务，在实践中增强幼儿们的集体协作

能力。 

（三）增强热爱自然的意识 

种植活动能够拉进幼儿与大自然的距离。在这本自然“活教材”

中，幼儿通过五感接触，可以感受到植物生长的神奇和大自然的奥

妙，并伴随植物一起灵动地生长，萌发热爱自然的情感。例如，阳

春三月，笔者带领幼儿种下一棵棵番茄苗，让幼儿感受种植番茄的

乐趣，同时为每棵番茄苗设计名片，让番茄苗更富有童趣与个性。

伴随幼儿的精心养护，番茄苗长高了、长大了。看着番茄苗长歪了

身子，幼儿又开始想各种办法帮助番茄苗长正，于是采用插竹子的

方法让番茄树慢慢“站直身体”。五月阳光明媚，番茄苗开出一朵

朵小黄花，吸引了小蜜蜂采花蜜，结出一颗颗绿色的果实。六月天

气炎热，绿色的果实开始慢慢变成红色。待到果实成熟后，幼儿你

尝一口，我尝一口，纷纷咧开小嘴巴：“番茄可真甜！我们也能种

出番茄啦！”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课程游戏化的背景下，开展幼儿种植活动不仅仅

是新时代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在要求，更是幼儿教育自我发展与完善

的必经之路。作为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幼儿教师要深刻认识到自

己肩膀上的职责使命，在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有计划地开展种植

活动，引导幼儿们主动参与到种植活动中来，亲近大自然，增强幼

儿们对于自然界的了解，促进幼儿的全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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