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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润泽生命以探究激发成长 
——幼儿园自然探究课程的实践与思考 

陈瑜露 

（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幼教中心东方幼儿园  江苏太仓  215400） 

摘要：幼儿园是教育基础阶段，具有启迪智慧、开发潜能的重要作用，伴随着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幼儿园教育改革受重视程度

随之提升。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自然探究课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应正确看待课程内容开发以及课程体系建构，通过组织形式多

样的课程活动提供给幼儿更多接触自然环境的机会，在自然探究活动中来增强然教育系统性、科学性，满足幼儿身心发展需要。本

文就幼儿园自然探究课程相关内容展开论述，致力于提出合理有效的实践措施来提升幼儿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为幼儿终身学

习和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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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具有亲近自然的天性，在自然环境中进行幼儿教育，对于

幼儿身心发展大有裨益。因此，结合幼儿园教育发展要求，应积极

整合自然环境资源，通过环境的合理创设和利用，促进幼儿智慧启

迪和潜能开发，并且在认识自然的同时，懂得保护自然，养成环境

保护意识。儿童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

是儿童未来发展的基础技能。因此，结合课程改革要求，应高度重

视自然探究课程实践，引导幼儿走入自然，置身于其中进行有益的

尝试和探索，以便于形成更加真实、鲜活的情境，理论联系实践中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1 幼儿园自然探究课程定义和结构模式 

1.1 幼儿园自然探究课程定义 

自然探究课程是幼儿园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依托

于生活情境和自然环境组织实践活动，理论联系实践下来有目的探

索实践，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促进学生解决

问题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发展，为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奠定基

础。从当前幼儿园的实践教学来看，普遍存在室外活动场所不足情

况，绿化场地面积较小，活动场地以硬化场地为主，树木和花草等

自然资源匮乏[1]。此种情况下，导致幼儿缺少了主动亲近自然的机

会，自然无法满足幼儿探索自然和亲近自然的天性。如果长时间脱

离自然环境，幼儿的近亲自然积极性弱化，遏制幼儿感官发展，威

胁到幼儿身心健康。因此，积极引导幼儿参与到实践活动中，通过

直接感知和实践操作等方式来学习知识，对于幼儿思维发展具有积

极作用。自然环境资源类型多样，环境优美，与幼儿学习需求充分

整合。通过设立自然探究课程和实践基地，基于幼儿个性化发展需

要来组织实践活动，最终形成完善的自然探究课程体系。 

就自然探究课程的特点来看，有以下几点：其一，实践性。加

强自然探究课程开发，应积极整合资源为幼儿创设实践基地，激励

幼儿在自然环境中切身感知和实践，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

来培养幼儿自主学习、敢于创新等渔鸥量品质[2]。其二，同幼儿发

展目标结合。自然探究课程并非是没有目标的随意开发，而是要结

合幼儿发展需要来确定合理的目标，基于幼儿健康发展出发点来打

破传统室内集体活动的教育方式束缚，带领幼儿在亲近自然环境中

实践探索，积累实践经验，锻炼各项能力，形成各方和谐的关系。

培养幼儿勇于担当责任和主动学习的品质，培养幼儿审美情绪，在

实践中养成各项素质能力。其三，评价多元性，推动自然探究课程

活动形式多样性，推广成果转化应用，形成合理的评价方式。基于

多为评价方式，有助于持续完善自然探究课程内容，形成良性循环。 

1.2 幼儿园自然探究课程结构模式 

幼儿园自然探究课程的结构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课程理念方面，坚持幼儿的主体地位，结合幼儿个性化需要

来加强师生沟通，共同参与到课程开发中。教师要结合幼儿发展需

求来设计调整课程内容，组织生成性探究活动，围绕幼儿主体地位

来组织探究活动，并提供动态环境、策略以及材料，在实践活动中

促进幼儿实践探究能力稳步提升。其二，课程结构方面，整合生成

课程和预设课程，探究活动前设计合理的目标和活动流程，在实践

中逐渐形成契合幼儿学习水平的预设课程。探究活动中，结合幼儿

需求和兴趣，深入组织探究活动来形成预设课程[3]。其三，课程内

容方面，围绕幼儿个性化看法和生活经验，以此为依据来推动课程

设计优化。如，可以组织“养蚕宝宝”的活动，并在实践基地种植

桑树，为蚕宝宝提供食物来源，便于幼儿养蚕活动顺利进行。在探

究活动中，幼儿不仅掌握了饲养技巧，并且可以进一步延伸探究活

动到丝织品加工等方面。开园种桑，让幼儿认领一棵桑树，定期浇

水养护，收获桑葚和制作果干，基于一系列实践活动来锻炼幼儿的

动手实践能力，丰富情感体验，对于培养幼儿亲近环境的意识具有

积极作用[4]。 

2 幼儿园自然探究课程实践要点 

2.1 贴近自然创设学习环境，焕发幼儿自主探索兴趣 

自然探究课程构建，致力于尊重幼儿自然发展规律来创设贴近

生活和自然的环境，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在主动探究实践中来促进

幼儿全面发展。自然学习并不仅仅是指在自然环境中学习，还有自

然而然学习的含义。儿童在接触自然环境中学习知识，积累经验，

相较于室内学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可以针对性改造

创设自然环境，将花草树木和花鸟虫鱼作为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在与花草树木接触中来获得深层次启迪和感悟，自然而

然的激发学习兴趣，在主动实践中来学习知识[5]。 

一方面，在开辟种植园和饲养区。结合当地的地质条件、气候

条件和土壤条件，积极整合资源来开辟种植园和饲养区，兼顾层次

性和丰富性特点。如，生长环境，喜阴、喜阳、耐寒等；种植方式，

有爬藤牵引种植、大棚种植等，可以依据实际需要大规模种植蔬菜、

果树、花卉和乔木等。通过创设贴近自然的环境，激发幼儿参与主

动性，在思考和实践中逐渐强化幼儿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依据时间节律创设生态环境。植物生长和农事活动

均需要遵循时间节律，有助于为幼儿自然实践创设可靠环境。因此，

可以建立植物资料库，包括花草集、树资源等，基于时间线索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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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下不同植物生长周期，以此为依据来鼓励幼儿选择感兴趣的植物

栽种，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基于此种方式，可以让幼儿在不同季

节种植不同植物，切身感受自然环境变化，增强幼儿的情感体验，

潜移默化中提升幼儿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6]。 

2.2 联系幼儿实际生活，夯实课程实施起点 

自然探究课程构建，要贴近幼儿设计生活，结合幼儿个性化发

展需要来设计多种真实问题，为幼儿起到引导和启迪作用，在真实

环境中来激励幼儿主动探索和实践，并且通过有效互动来锻炼幼儿

各项能力，提升学习成效。如，幼儿园养殖的兔子跑出去了，是由

于它的家坏了，可以布置一个实践任务，让幼儿使用模板、泡沫或

是纸箱等材料为小兔子制作一个家，但由于设计阶段考虑不全面，

房子防水和稳固等方面却存在问题。通过师生协商讨论，认为石头

房子最为结实，幼儿教师可以收集资料播放石头房子建造视频，让

幼儿切实了解到房子的具体构造。并经过测量、水泥搅拌、砌筑垒

墙等一系列活动来建造安全可靠的房子。但却发现兔子喜欢挖洞，

从家中跑出去，通过带领幼儿收集资料调查分析，了解到这是兔子

的生活习性，进而掌握兔子作息和饮食。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尊

重幼儿主体地位和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为构建高效课堂奠定基础。 

2.3 增强课程开放性，促进师生交互深化 

开设自然探究课程，旨在增强课程开放性，引导幼儿在实践探

究中来学习知识，提升技能，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所以，在设

计阶段应提升自然探究课程开放性与生成性，把握课程线索来倾听

和引导幼儿，提出有价值问题来激励幼儿主动探索实践，完善课程

方案。教师可以鼓励幼儿主动提出问题，组织种植实践活动中，重

点内容在于种植、照顾以及收获等方面[7]。站在幼儿角度，激发幼

儿实践探究好奇心，组织主题活动来激发幼儿参与兴趣。如，“土

豆去哪儿了”主题活动，通过激发幼儿参与兴趣，结合实践经验设

计土豆在哪里？如何收获土豆？是谁吃了土豆？诸如此类问题，以

此为线索来稳步推进实践活动。 

增强师幼互动和交流，捕捉实际生活中的教育线索，通过师幼

对话交流来焕发幼儿好奇心和求知欲，碰撞出思维火花，生成有价

值的探究问题。如，“黄瓜是如何爬竹竿的？”在实践中，幼儿发

现苦瓜和西红柿同样需要围竹竿，以此来引发思考，是否苦瓜、西

红柿也和黄瓜一样爬竹竿吗？ 

2.4 组织实践活动，关注幼儿全面发展 

经验是否丰富，直接反映出了个体经历，也是认知和情感的集

合表现。基于经验为载体组织实践活动，激励幼儿在实践操作中丰

富情感体验，在思考、内化中逐渐提升认知水平，强化各项素质能

力。在自然探究课程中，幼儿教师需要重点关注“经验”作用所在，

在实践操作、体验和互动中积累经验，提升知识和技能水平同时，

逐渐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情感态度。如，幼儿园种植区所种植的

香菜成熟后，除了可以做菜以外，还可以将其售卖，将售卖得到的

钱捐给贫困山区小朋友。在教师带领下，组织幼儿讨论“应该捐给

谁？怎么捐？”等问题，并结合幼儿关于捐赠的经验，播放贫困山

区图片和视频，在捐赠活动中来丰富幼儿情感体验，加深捐赠流程

和方式经验积累[8]。另外，为了获得更多捐助，教师可以鼓励幼儿

设计宣传海报，在幼儿园内部组织捐赠活动，征集其他班级种植的

蔬菜，售卖得到更多的钱捐赠给贫困山区。教师还可以为幼儿素质

能力发展提供更多整合与运用经验的机会，支持幼儿去卖菜。在实

践活动中，提升幼儿认知经验，为幼儿全面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 幼儿园自然探究课程实施的思考 

为了促使幼儿知识和能力同步发展，引发幼儿深层次的思考和

探索，应组织一系列实践探究活动，基于五步探究法来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和情感体验，依据实践成果反思反馈，积极优化改进，在

真实问题情境下来增强师幼互动，稳步推进学习活动。 

（1）发现问题。自然探究课程教学中，教师要注重贴近生活

和自然创设学习情境，在观察和实践中来焕发幼儿的探究兴趣，作

为课程学习起点。教师也要适度参与到幼儿实践活动中，认真倾听、

观察和指导，帮助幼儿答疑解惑，捕捉兴趣点，通过统计分析幼儿

关注的问题，筛选出最容易焕发幼儿学习兴趣的问题，引导幼儿实

践探究[9]。 

（2）感知体验。依据提前设计的问题，实地调查和观察，并

通过实践操作来丰富情感体验，调动多种感官全身心参与学习，基

于图画、照片和思维导图等方式做好配套记录，以此来增强幼儿对

自然的认知和理解。 

（3）深度探究。在自然探究实践活动中，幼儿与材料、环境、

教师和其他幼儿互动中，自然而然的会生成一系列问题。教师则需

要结合个体差异和需求，选择不同的实践探究方式[10]。从初期的体

温和自主探寻，到简单交流和协商，唤起幼儿原有经验，在实践中

促进经验和知识迁移，最终促进幼儿综合能力稳步提升。 

结论： 

综上所述，幼儿具有亲近自然的天性，为了开发幼儿潜能，释

放天性，应正确看待自然探究课程重要性。通过创设幼儿自然探索

和实践的环境，贴近生活和自然，有助于整合已有知识和经验主动

实践，在提升知识和技能水平同时，带给幼儿丰富的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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