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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农夫记:大班自然角班本创设的实践研究 
许佳文 

（杭州钱江中心幼儿园） 

 

一、研究的背景 
通过设置自然角，既可以美化环境，使幼儿园美观、充满生气，

也可使幼儿的生活更加生动有趣，丰富多采。通过家园合作，让幼

儿参与种植活动，可使他们积极主动地仔细观察植物，并记录植物

每天的变化，从中发现平时不易引起注意的一些特征和变化，培养

幼儿的观察力，从而激发起幼儿对自然的兴趣以及探索大自然奥秘

的求知欲望，使幼儿认识得更深刻、全面，掌握的知识更丰富、更

巩固。经过幼儿的讨论和喜好。 

（一）对于班级自然角的转变反思 

以往的幼儿园自然角，多以家长配合拿来的观赏性植物居多，

认为自然角中只要摆上丰富的植物与小动物，幼儿经常看到摸到就

会受到教育，并没有深入的让幼儿了解过植物的成长过程，动物的

变化等。 

（二）基于班级自然角的需求提升 

但是幼儿才是游戏的主人，才是自然角真正的规划者。我们要

将决定权交还给幼儿。在自然角开设之前，我们发起了一次调查表，

调查对象是大二班的幼儿以及家长。调查表要求：幼儿用手绘形式

表示想要种的植物和养殖的动物，家长用文字形式体现。调查表如

下 

大二班自然角意见征求表一（幼儿） 

你 想 要 种 什 么 植

物？ 

你 想 饲 养 什 么 动

物？ 

你心目中的自然

角 

   

大二班自然角意见征求表二（家长） 

Q1 您希望您的孩

子在幼儿获得什么

样的种植体验？ 

Q2 您觉得设置自

然角对孩子有什么

帮助？ 

Q3 如果设置自然

角，您在哪方面可

以帮助您的孩子？ 

   

（三）鉴于班级自然角的研究驱动 

多年以来，我们习惯的是摆花、种花等。其目的之一是用于美

化环境，调节室内情调。之二是供幼儿欣赏、观察，了解植物的生

长特点。幼儿在我们的分配下参与一下浇水，施肥等。他们主要是

被动的旁观者，更多的是无目的的短暂观察和无意识的摆弄。在我

们过去的意识中认为只要让幼儿看到摸到就会受到教育了，那么至

于幼儿是否去思考？提出了什么问题？收获了什么知识与经验，我

们没有深入思考与研究过。 

二、研究的概述 
1.自然角 

自然角是指在教室一角设置的供学生观察自然事物与现象的

场所。通常在教室一隅陈设供幼儿经常系统观察的动植物，如鱼、

龟、蛙、蚕等小动物，盆栽植物，实验装置（如土壤的毛细现象实

验，水的蒸发实验）等，让他们保管、照料，并在此过程中观察、

记录各种自然现象的变化。单独陈列动植物的又称生物角。是幼儿

学习自然科学和探索的有效方式之一。 

2. 自主探索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尽量为幼儿创设探索和学习

的环境,有效的促进幼儿的发展。”在现阶段幼儿园环境设置中,自

然角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本课题的研究框架 
 

自然角班本化 

前书写 

种植主角 

种植记录 

一组一认养 

一人一植物 

家园合作 

同伴合作 

种植形式 

一班一园地 

 
三、自主探索自然角的研究目标 
1. 情感目标 

（1）喜欢运用多种感官初步感知常见的植物和自然现象等，

引发孩子的种植的兴趣，探索一些简单的种植方法； 

（2）激发幼儿热爱动植物、关心动植物和保护动植物的意识；

乐于参加不同形式的种植； 

2. 认知目标 

（1）根据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引发幼儿对植物变化发展的

过程感兴趣，乐于自主探究和操作实验； 

（2）知道土中有水、空气、腐烂物等成分，了解土的主要种

类(如：黑土、黄土、白土、红土等)。 

3.能力目标 

（1）培养幼儿的自主探索的精神 ； 

（2）促进幼儿的观察力，激发起幼儿对自然的兴趣以及探索

大自然奥秘。 

四、研究的操作实践 
（一）对接需求，主动参与 

1.自然角与班本文化的交融 

前期的调查表，教师在一日生活中的观察，可以了解本班幼儿

对自然角的兴趣点在哪里。鼓励幼儿收集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东西放

入自然角；让幼儿自己选择要照顾的一样或几样动植物照顾，比比

谁可以让它长的更好。 

2.自然角与幼儿能力的结合 

幼儿通过亲自喂养、管理自然角中的动植物，体验到劳动的辛

苦，会更加关心、爱护自然角。因为这是他们一天天管理、看护着

长大的，他们经历了整个劳动过程，情感和生理上的需要都得到了

满足，可以促使幼儿产生再种植的动机。孩子真正成为自然角的主

人。 

（二）对接生活，点亮创意 

1.变废为宝让自然角“美”起来 

家里随手丢弃的一次性杯子、油桶、损坏的脸盆、坛子，通过

家长的有意识引导带领孩子一起进行创作，通过家长和孩子们的加

工创造，一件件搜集来的材料都变成有用、精美、新奇的种植容器，

让孩子们这些自己亲手制作的容器吸引着孩子不断地关注、探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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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加强思想道德的学习，并将其付诸实践，是打破偏

见，去除恶意标签的有效方法。但是仅仅只是疫情期间表现是不够

的，应该时时刻刻要求自己，规范自己言行。身立正，流言自破。 

（二）加强网络空间的建设 

除了发挥政府和群体自身的作用外，加强媒体监管和网络监管

也是消除代际群体负面标签化的关键举措。80 后、90 后等的种种

不好的标签，很大程度上是媒体扭曲报道，网络人恶意跟风的结果。

因此，加强媒体监管，提升媒体人的素质势在必行。媒体人客观公

正的报道，同时，兼顾好的行为和不良行为的比例。对于不好的行

为敢于指责的同时，对于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也要不吝表扬的词

语，避免以偏概全。 

加强网络监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网络造谣、恶意中伤

甚至网络暴力的内容，应该依法对其处理。加强网络检察审核，净

化网络环境，营造和谐的网络空间，同时，尊重个人的表达自由，

提供平等的话语空间，让不同的意见合理碰撞，打破以往一家独大

的偏见式结构，谋求群体之间，代际之间的平等对话，打破沟通壁

垒，这对于破除刻板印象，消除代际群体标签带来的偏见，有莫大

的好处。 

（三）发挥社会政策的扶持和引导作用。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生活，也有每一代的困难，代际群体许

多“差评型”的标签背后，也体现出其面对的困难和无奈的举措。

改革的红利逐渐消失，社会阶层逐渐趋向稳定，如 90 后从一开始

就面临着繁重的学习任务，工作后又面临着低收入和高消费的矛

盾，以及生活成本等的不断攀升的困境，巨大的生活压力也让 90

后开始自嘲，用“丧文化”、“佛系”等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因此，国家应该根据新时代的时代特征，针对不同代际所面临

的特殊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的背景下，出台具有针对

性的政策引导和扶持，比如自主创业的政策扶持、新时代不同人群

的就业政策引导、对于住房就医等重大民生问题的解决等等，深化

改革，为 90 后以及其他代际的人提供出路。 

结语 
代际群体的标签化现象并不是随意出现的，其出现有着深厚的

社会物质基础，分析成因时不能忽视社会物质条件对不同代际之间

的不同要求，寻找对策时也不能忽略社会存在带来的种种困难，以

90 后为主的刻板标签正逐渐得到纠正，而对于 00 后会不会走老路，

被贴各种标签，又将是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理性看待每一个

新生代群体，理想审视在他们身上的正向或者负向的事情。切忌“盲

人摸象”，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

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知识缺陷和视野局限，要理想批判，辩证看

待负面标签的正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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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着这里的植物宝宝。 

2.种植高手让自然角“壮”起来 

邀请有种植经验和养殖经验的家长助教，给孩子们科普如何种

植，什么季节适合什么植物，在培养方面有什么小技巧。种植成功

率提高了，孩子们看到长出来的小苗，特别的兴奋，自然角的植物

们和动物们就会日益长壮了。 

（三）对接活动，生成实效 

1.一班一园地 

幼儿园有天生的地理条件，一个班一个种植园地，让幼儿成为

种植地的主人。每天抽空，比如早上来园，饭后散步等零星时间，

照顾植物，等到有收获了，大家一起分享。教师还可以将过程呈现

在种植园地。 

2.一组一认养 

自然角刚创建时非常热闹，会吸引孩子驻足、观看，但惊叹一

声或是热闹一番后就恢复平静，孩子只是停留在看新鲜的阶段，并

没有让自然角的材料与这里的每一个变化牵动幼儿的神经，使得自

然角与孩子时时发生互动发挥起应有的价值。 

五、自主探索自然角的研究步骤 
1.准备阶段：自然角调查与确定(2020 年 9 月初) 

（1）幼儿与家长的调查 

（2）查阅相关资料，制定研究方案，审查本课题研究方案，

申报立项。 

2.实施阶段：材料准备与自然角布置(2020 年 9 月中下旬） 

(1)全面实施课题研究，深入组化研究工作。 

(2)进行阶段性总结，适时调整下阶段工作计划。 

(3)撰写中期研究报告。 

(4)做好课题研究资料的积素，整理工作。 

3.总结阶段 2020 年 12 月 

(1)归纳整理各类资料，形成研究成果。 

(2)撰写课题研究的结题报告。 

七、可行性分析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儿童的智力在他的手指尖上。”可见培

养幼儿的动手能力，是加强幼儿脑功能、发展幼儿智力极为有效的

手段之一。农村自然资源丰富多彩，是幼儿熟悉的、容易收集的，

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到好奇，而种植活动就是它一个小小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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