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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小农场活动的实践研究及其意义
俞嘉云

江苏省昆山周市宏盛幼儿园　江苏　昆山　215300

摘　要：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让幼儿在适宜的环境中得到自然的发展，教师的职责在于为幼儿提供

适宜的环境。”由此，我们以户外小农场为基地，竭力打造适宜幼儿学习与发展的环境，让小农场“大变身”，促进幼儿在与

小农场的互动中快乐成长。在小农场里，孩子们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与它快乐地互动、游戏，收获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基于此，本文针对幼儿园小农场活动的实践策略展开研究，并提出几点浅薄的建议，以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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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园户外有一块自留地，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小农
场”。三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开发与运用小农场特色活动的
研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环境对于幼儿学习与成长的重要
教育作用。由此，我们进行了户外小农场环境的打造研究，
让小农场环境特色凸显，为幼儿提供了真活动、真游戏、真
体验的场所。

一、“生活即教育”理论下幼儿园种植活动的实践意义
（一）“生活即教育”理论的渗透突出了幼儿在种植活动

中的主体地位
在幼儿教育中，组织种植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幼儿在与

植物、泥土、水、各类工具等内容的接触中获得综合经验，
实现能力发展，并更好地参与到生活之中。由此可见，幼儿
在种植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但是，一些幼儿园的种植活动
名不副实，教师对幼儿的种植行为存在过多干预，幼儿难以
真正接触种植过程、体会种植乐趣。针对此，根据“生活即
教育”理论的指导，教师可以为幼儿营造生活化的氛围、熟
悉的场景，让幼儿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经验熟悉种植过程，积
累劳动经验，同时在教师、家长的引导下运用经验在生活中
主动开展种植活动，提高劳动能力。

（二）明确了种植活动的目标，促进了幼儿的差异化发展
幼儿园大、中、小班的幼儿的身心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

因此，种植活动目标的设计自然也有所不同。根据“生活即
教育”理论的要求，幼儿教育应从不同年龄段的幼儿熟悉的
情景出发，结合幼儿发展需要设计差异化目标，这样才能实
现幼儿的层次化培养。例如在小班种植活动中，教师要求幼
儿尝试运用各种工具，并初步掌握挖坑、浇水等简单的操作
技能；对于中班幼儿则要求其理解播种与收获，并初步掌握
较正规的种植工具，可以进行松土、施肥等种植技能；对于
大班幼儿则要求其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种植、栽培，熟
悉完整的种植过程。这样的目标设计与幼儿的生活背景以及
发展阶段相契合，有利于各个阶段幼儿的进步与发展。

二、幼儿园小农场活动的实践策略
（一）提升幼儿环保意识
教师在种植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始终需要保持一个循序

渐进的教学方式，以此在幼儿的教学工作开展中，就可以逐
渐形成一个较强的环保意识。在这个阶段的幼儿生长中，对
于周边的世界依然处于一个模糊的认知，因此也成为了建立
环保意识的黄金阶段。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幼儿可以在
教师的引导下，不断的了解到水土流失、沙尘暴等一些常见
的极端天气，并进行造成这些恶劣环境的介绍，是由于缺乏
对环境的良好保护。因此，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就可以逐渐
提升幼儿的自身环保意识，通过这种种植活动的开展，最大

程度上保障幼儿可以对环境保护有着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
并对之后的生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二）设置区域空间，设计趣味种植活动
“生活即教育”理论的重点是利用生活化的情境激发学

习者内心的感触，促使他们产生回归生活、主动探索的动机。
在幼儿园种植活动中，教师可以通过情境的构建，促使幼儿
将日常行为变成自然而然的行为，主动参与到种植过程中，
并形成爱护动植物、爱护环境的习惯。现代幼儿园教师具备
的基本能力是能够利用周边的本土资源和环境资源开展教学，
这样才能够使幼儿园各类教学活动符合幼儿现阶段的身心发
展特点。幼儿教师在开展种植活动时要开发幼儿园周边的自
然资源，这对于增强学生的认知能力以及积累生活经验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幼儿园教师可以利用幼儿园场地为幼儿提
供接受自然和感受自然的平台，因此幼儿园特意为孩子们设
置了自然角和活动区域。自然角是幼儿园区域空间构建的重
要内容。在自然角中，教师可以为幼儿提供一个亲近自然的
窗口，让幼儿亲自参与种植、收获的过程，体会其中的乐趣，
并获得满足感。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室内利用花盆、废弃的易
拉罐等栽种大蒜、小葱、小白菜、菠菜等，以创造一方绿色
的空间；然后，教师为幼儿安排观察、浇水、松土、除草、
施肥等工作，并将其纳入幼儿的一日生活中，让照顾植物健
康生长成为幼儿生活的一部分，并培养幼儿的责任感。这样
的教育设计可以将种植活动融入幼儿生活，培养幼儿良好的
习惯，并让其在与植物的接触中发展生态意识、环保意识。

（三）家园收集废旧物品，打造小农场游戏环境
我们动员家长、老师共同收集，将收集来的各种农家用

具和物品变废为宝，巧妙运用，有轮胎、大小水管、石头、
筛子、米箩、板车、厚木板、木梯、坛坛罐罐等，我们和孩
子们一起动手将其加工美化，设计成彩虹围栏、花园小景、
休闲桌椅、农家小院以及小动物乐园，把小农场装点改造成
趣味十足的游戏场所，让幼儿在这里野外扮家家、捉西瓜虫、
引蚂蚁、采摘果实、除草浇水、涂鸦绘画、掼泥巴等等，让
他们一进来就有事可做，有游戏可玩。

（四）切实考虑实际功效，增设小农场辅助物品
1. 增设小农场班牌
班牌是每个班幼儿自留地的标志，也能给幼儿更直观的

责任感。研究以来，我们采用了多种让幼儿参与的方式制作
班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风霜雨露的吹打，班牌总是不断
被损坏或丢失，由此，我们采用木质材料做班牌，并请幼儿
参与美化和装饰，既凸显生态特色又一劳永逸。

2. 增设工具存放柜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在科学探究的领域中指出：

“给幼儿园提供丰富的材料和适宜的工具，支持幼儿在游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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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探索并感知常见物质、材料的特性和物体的结构特点。”，
由此，为了幼儿操作的方便，我们在小农场空地上增设了工具
存放柜，将种植所用到的水管、铁锹、小铲子、箩筐、雨鞋等
工具、物品全部有序摆放在那里，供幼儿按需使用。

3. 增设展示橱窗
在小农场里，幼儿在老师的带领下会开展很多有趣的活

动，那如何让这些有趣的活动保存下来，并能让人看得见曾
经的轨迹，就得需要展示的空间。我们添置了两面高大上的
木质橱窗，将幼儿从开垦翻地、播种、管理到收获、分享等
一系列活动展示在橱窗里，按计划有进度地呈现出小农场活
动热闹非凡的过程，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过程性教育互动。

（五）设计户外活动，引导幼儿细心观察
教育必须要与生活相结合才能充满生机，而在教育熏陶

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才能充满活力。基于此，在幼儿园种植活
动中，教师应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利用大自然中的一草一
木、一花一石为幼儿构建成长的空间。所以幼儿园相关种植
课程的设置也要紧跟幼儿身心的发展规律，种植课程活动的
开展不仅仅是让幼儿提高认知能力，以及获得身心全方面发
展，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通过种植活动获得良好的活动体验。
所以教师在带领幼儿开展活动时，要及时进行总结和反思，
设计恰当的户外活动，并引导幼儿在活动中进行细心的观察，
考虑孩子们是否在种植活动中真正获得了进步和发展，然后
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幼儿进行观察，并从幼儿的角度对
种植活动进行优化和调整，设计恰当的活动方案，更好地促
进幼儿全面发展。例如，在幼儿园的种植区域，教师发现了
一株爬山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爬山虎攀援到了教室的
外墙上，一些幼儿在户外活动中非常喜欢这些植物，总是忍
不住看一看、摸一摸，有的孩子还提出了疑问：“这些小草怎
么长在墙上了？”教师抓住这一教育契机，组织幼儿沿着教
室的外墙种植爬山虎，并定期组织幼儿观察爬山虎爬上墙的
过程，解答幼儿心中的疑问。这样的种植活动充分利用了自
然资源，为幼儿提供了“活”教材，让他们在体验、观察中
更好地认识自然界中的植物。

（六）种植活动的开展，提升幼儿自然知识水平
在应用全收获的理念下，使得幼儿园所开展的各种种植

活动，都需要让幼儿可以与大自然产生较为紧密的接触，特
别是需要通过自己的亲自实践参与，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各
种植物的生长与生理特征。例如，在进行翻土、拔草、种植
以及浇水的过程中，可以完全的释放幼儿的天性，符合幼儿
在这个时期的生理特征，通过实践的方式，全面提升自身的
教学能力。在现阶段幼儿教师对于幼儿进行植物的各方面知
识讲解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起语言的使用。由于这个阶段的
幼儿，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并不完善，因此就要绘声绘色的方
式，对知识点进行阐述，之间引导儿童对自然界当中的各种
事物，保持着一个较高的好奇心，并为幼儿进行细致的讲解，
特别是对于使用的各种类型的种植工具，要进行功能以及使
用方法的介绍，并在之后的活动中，由教师带领下，来到种
植区域，进行实际的种植活动的开展。例如，幼儿在进行翻
土种植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在土壤当中翻到一些杂物或者
垃圾，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教师顺理成章的引入环保的理念，
让幼儿潜移默化的养成一个环保意识。

（七）设计活动过程，强化幼儿劳动体验
在幼儿园种植活动中，教师应组织幼儿参加种植过程，

了解各环节需要掌握的技巧，并通过针对性指导培养幼儿的
劳动能力。种植活动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教师有效的指导和带
领，这就需要幼儿园教师在开展种植活动前，就要对活动内
容进行相关的部署，根据幼儿的人数以及进行种植活动的场

地制订恰当的实施方案，然后在活动开始之前对幼儿进行一
定的指导，确保种植活动能够正常、有序地进行，让幼儿通
过种植活动掌握相关的种植技能。当幼儿在种植活动中学习
到技能以及种植成功之后会收获成就感和自信心。例如，在
大班幼儿“种植黄瓜”的活动中，教师设计了如下活动内容：

（1）认识种子，即观赏黄瓜及生活中的黄瓜菜品；认识黄瓜
种子的外形特点。（2）点播种子，即运用工具点播黄瓜种子；
了解影响种子发芽的条件。（3）观察，即感知黄瓜植株的生
长变化过程；记录观察的对象及测量幼苗生长结果。（4）日
常照料，即用工具照顾植物，探究黄瓜植株的生长变化过程；
做好除草、施肥、浇水等活动。（5）搭架绑蔓，即知道黄瓜
需要支架牵引；使用藤蔓、线绳合作搭出稳定支架。（6）收
获黄瓜，品尝黄瓜，分享种植体验。这样的活动设计有利于
幼儿的全过程参与，同时也给予了幼儿充分的指导，让幼儿
在生活氛围中完成种植，潜移默化地实现自我发展。

（八）重视家园合作，拓宽种植活动空间
家庭教育对于幼儿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而根据“生

活即教育”理论的要求，将家庭生活纳入幼儿教育教学中来
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此，在幼儿园种植活动中，教师应积极
开展家校合作，通过与家长的沟通交流，促使幼儿在家庭生
活的氛围中展开种植活动。例如，家长与孩子一同种植一株
植物，并指导幼儿每天照料植物，辅助幼儿记录观察日记，
渗透植物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将种植成果分享到班级
群。除此之外，还可以开展家园同步种植，充分创设有效的
种植环境。幼儿除了在幼儿园中进行相关的种植活动之外，
家长还可以带领孩子们在自己家里进行种植，利用铲子和花
盆以及泥土、水这些简单的工具，幼儿就可以收获一次种植
体验。在家庭中，家长可以对幼儿进行一对一的针对性种植
指导，充分调动幼儿对大自然的探索欲望以及对种植的兴趣。
在家园合作的过程中，教师与家长要进行良好的沟通，因此
教师可以与家长建立互联网交流平台、互联网平台的最大特
点就是教师与家长在交流经验以及解决教育问题的过程中，
不会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能够及时解决种植过程中的各
种问题。通过家校合作，幼儿可以巩固种植技巧，丰富种植
经验，提升劳动素养。

三、结语
总而言之，户外小农场环境的“大变身”，既能种植又能

游戏，集劳动与玩乐为一体，顺应了幼儿的学习与发展的需
要，充分体现了小农场真体验、真活动、真游戏的特色。古
代教育家颜之推说：“环境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儿童产生
影响的，而这种影响是深而持久的。”我们相信，我们所创设
的户外小农场环境一定会对幼儿产生影响，给他们小小的心
灵种下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种子，给他们的童年增添许多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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