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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趣农场”活化“真体验” 

——幼儿园探究式种植活动研究 
李  妮 

（狄寨街道中心幼儿园  陕西西安  710038） 

【摘  要】在社会进步和教育制度改革的双重指导下，幼儿教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开展科学的

幼儿园教育，可以从幼儿时期开始培养幼儿的能力，对幼儿健康成长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幼儿园教育

中进行种植活动，让幼儿在种植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本文详细探索农业文化在幼儿园课程中的实践

表现，探究种植活动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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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进行种植活动，培养幼儿参与种植、进行收获

的过程，让幼儿形成良好的观察习惯，同时提高幼儿与自

然的亲密感。另外，还可以有效地致力于提高幼儿的实践

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以自然界为媒介的体验课程的实

践，在人生情境中支持幼儿的自我建构，也是课程发展和

实施的核心。种植活动让幼儿体验劳动的快乐，不仅可以

满足幼儿的全面发展需要，还可以积极帮助幼儿园促进多

元化的教育价值。 

1  巧设“农之景”，开阔种植格局 

1.1  打造绿色、生态、开放的环境 
幼儿在周围的环境中学习，课程的内容应该以自然和

社会为中心。但是，许多教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农场有丰

富的学前教育资源。自然是知识和活教材的宝库。因此，

幼儿园在农场的探索和研究尤为重要，可以将农场作为幼

儿学习的大教室，以便幼儿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促进幼

儿的整体质量发展。农场主要的作用是种植植物和培育小

动物，能让幼儿萌发热爱自然、热爱劳动的感情。与班级

活动区一样，它是幼儿学习的重要场所，也是接近自然课

程教学内容实施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通过种植活动，

可以培养幼儿的生活、劳动和其他技能，还可以培养良好

的态度。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幼儿

生活，幼儿亲近自然、学习科学、热爱科学，在充满活力

的环境中学习，是种植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为了这个目的，

开辟“趣农场”，选择适合这个年龄段幼儿的植物，丰富

规划班级的种植。例如，有向日葵、玉米、葡萄、薄荷、

蒲公英，展示“一班一特色”的种植模式。种植不是短期

的活动。教师让幼儿对自己种植的花和树负责，同时在幼

儿成长的过程中感受生命的意义和自然的魅力，培养幼儿

热爱和尊重自然的精神。 
1.2  营造自然、真实、互动的氛围 
幼儿园以农业文化为基础，选择丰富适宜的农业资

源，探索以“趣”的体验实现“全收获”的课程发展与实

施路径，促进幼儿和谐的发展。以“农场”作为“农趣”

活动课程，进行探究式种植活动，使每一个孩子亲历种植、

观察、收获、探究、品尝。种植活动的初衷是让幼儿获得

幸福，发现人生的意义，培养合作和实践操作的能力。过

度紧张的环境和气氛会让幼儿过于在意结果，违背种植初

衷，种植时害怕犯错误。因此，在幼儿园进行种植活动时，

幼儿园应该营造一种放松、幸福的种植氛围，让幼儿热爱

种植活动，积极、热情地参加活动，慢慢地感到幸福。例

如，在进行种植活动时，幼儿园不会过分强调种植的结果，

影响种植活动的气氛，让幼儿不能过分紧张和担心种植不

成功。在前往种植的路上，教师可以让幼儿唱与一起种植

相关的童谣，让幼儿在放松的童谣中进入放松的氛围。在

幼儿的种植过程中，幼儿园教师应该和幼儿交朋友，为了

让幼儿更加放松，应该一起种花种树。种植活动的气氛可

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更加放松舒适的环境中，幼儿

可以参加种植活动，从种植活动中感受到幸福。另外，在

“农场”的环境设计中融入自然理念，以自然体验项目为

重点的空间环境创设和材料投入场所，在此以栽培、收获、

加工等农艺实践、农具博览会活动为中心体验内容。在活

动的开展中，幼师与家长一起真正实践、在体验中交流，

将独具特色的课堂活动推向深处。例如，利用家长和社区

的资源，进一步优化“农场”。父母和孩子一起收集多种

植物的种子，分类摆放在大小不同的透明展示罐中，如毛

豆、玉米、丝瓜、萝卜、柿子等农作物，将其分类放置于

“农场”，为孩子们的活动提供自然真实的原材料，多样

种子的样品打开了幼儿探索自然的窗，这里是他们体验栽

培兴趣的新阵地。在种植活动后，幼儿园让观察记录作物

的生长状态和状况，在自然、真实、互动的氛围中培养责

任感。 

2  乐探“农之趣”，透析自然密码 

2.1  走进节气，感受时节之美 
想要顺利进行种植活动，需要得到科学、合理、健全、

详细的计划的支持，幼儿园开展种植活动也不例外。幼儿

园种植活动计划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科学设定植物活

动的时间和地点。分析四季的特征，结果表明，秋季和冬

季是植物全部凋落的睡眠时期，这两个季节不适合种花种

树。加强师生的交流，组织幼儿观察果树在春天到秋天的

形状，了解果实是如何生长与成熟的。有必要修改在提高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12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112-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种植效率中起重要作用的春夏种植时间。另外，开展系列

节气活动，让幼儿在学习活动和生活过程中，感受节气。

春分，花和树发芽、扎根、开花。因此，幼儿园的种植活

动可以设定在春分。通过“春耕研讨会”制定春耕计划。

在教师的帮助下，可以耕种土地，积极参加植树活动，亲

身体验画春牛、赠春牛的习俗。还可以利用“谷雨”“惊

蛰”“秋分”等节气，告诉幼儿顺应节气才能使作物真正

的收获，抓住自然教育的机会介绍传统文化。冬至，教师

还可以组织幼儿一起工作，把柿子做成干果，让幼儿通过

实践练习体验劳动的成果。 
2.2  走进探索，让研究学习更有效 
幼儿园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分配幼儿的活动区域和种

植区域。种植植物必须基于温度和气候的影响，可以给各

级划分地区，幼儿可以通过播种、管理、收割等一系列活

动来培养热爱的劳动。每个班级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种植

蔬菜、红薯、花生和其他作物。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可以

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勘探来学习不同植物的名称、生长过程

和规则的改变。例如，观察小麦的全过程走向填土、播种、

收获，探索植物的坚韧不拔。为了使调查种植活动适应不

同年龄幼儿的生活成长，教师强调可以采用多层次的探索

形式。小班以植物的根、茎、叶作为主要的研究点，以便

初步了解作物的局部特性。中班的幼儿从实际生活开始，

专注于比较研究，看看幼儿园和社区周围的类似作物，帮

助幼儿分析和比较两种以上的作物，认识和发现外貌、结

构、成长习惯的相似之处和差异。大班以帮助幼儿在更自

然的广阔范围内探索，更鲜明直观地了解家乡的农业自然

资源，幼儿有特定的记录能力，可以使用各种记录方法。

从记录一些外部特征到开始注意事物的简单关系，在教师

的指导下找出事物发生变化的本质理由。使用比较记录、

统计记录、分析和推理可以获得植物生长条件和生长规

则。 
2.3  走进游戏，让种植生活更丰富 
游戏教育可以提高幼儿主动学习水平，也适用于幼儿

园的农场活动。将幼儿经常玩的游戏和种植活动结合起

来，发展适合幼儿的游戏教育活动计划，让幼儿在真正幸

福的气氛中进行种植活动。例如，种菜的时候，可以做一

对一的游戏。每个孩子负责种植一种蔬菜，最后看谁种的

最好，教师可以负责最后的考核，激发孩子们好胜心，更

好地开展种植活动，提高孩子们劳作的注意力。或者玩采

蘑菇的游戏，选一群孩子们看看谁采的又大又好。这类游

戏让孩子们在兴趣活动中提高动手的能力。再例如，在“农

场”比赛收割成熟作物，在秋天比赛制作稻草人“保护”

植物，避免作物被其他动物吃掉。游戏与生活紧密相连，

成为最佳教育方式。 

3  了解植物生长过程，深化劳动体验 

要使幼儿更好地理解作物和人际关系，就需要促进幼

儿各种能力的发展。幼儿自己发现、询问、解决问题的过

程，对幼儿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价值，也能形成自己的想

法，表达自己的性格。参加农场种植和管理的幼儿不仅可

以获得种植的经验，还可以发挥实践能力。例如，在确定

植物物种的过程中，可以明确地了解根、枝、叶、花、植

物的其他部分，从而明确地了解植物的生物结构。在移植

过程中，保护植物的根和重要部分，学习了解土壤和水量。

种植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学习过程，也是一个成长过程。种

植过程绝不是单一的内容，可以综合各种教育因素，在幼

儿的学习和认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幼儿要注意整个种植

过程，包括种子的选择、种植、生长和变化的观察、管理

和收获。除了侧重于收获外，还需要注意作物的所有部分，

如玉米穗、玉米粒、玉米壳等。在农业劳动的实践中，了

解植物生长过程，可以看到农业文明深厚的印记和幼儿的

经验之间的相互作用。 

4  欣承“农之韵”，助推民俗文化 

收获是幼儿最期待、最幸福的活动。在收获过程中不

仅丰富了植物相关的知识和经验，还体验了合作、种植的

乐趣。对幼儿来说，过节是快乐的事。所以可以开展一个

收获节，孩子们自主规划活动内容，将“农场”加工的美

味食物、精心制作的农作物工艺品，如玉米皮坐垫、向日

葵胸针等摆在班级摊位上“销售”，在“农场”用堆肥、

农业、扁担挑水等原始工艺品。孩子们协商后，可以在节

日决定“卖”东西，选择摊位摆放，自己设计宣传海报、

邀请卡、入场门票。在节日中，孩子们享受多样的美食，

如蚕豆、胡萝卜等。通过辛勤劳动，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5  结语 

种植是幼儿实践和探索的活动，探究种植活动强调真

实和体验，它能激发和满足幼儿的好奇心。因此，在幼儿

园“农场”组织幼儿开展科学的种植活动，使种植活动成

为幼儿的教育资源，可以促进幼儿整体素质的提高。以“趣

农场”为载体的探究性种植活动，更多地表现出了劳动的

味道、生活的真实和精神的美好，正是这种无形的力量滋

养着幼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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