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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劳育理念下基于迷你农场的幼儿劳动教育实践与思考
朱　斌

江苏省昆山周市宏盛幼儿园　江苏　昆山　215300

摘　要：新劳动观提出：幼儿园的劳动教育应该回归自然、回归儿童、回归生活。幼儿天生喜欢亲近自然，对于生命充满了

好奇的探究，他们喜欢泥土、水以及对各种劳动工具的摆弄，通过种植的过程亲近大自然，幼儿可以感受植物的生长变化，

体验自己动手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通过播种、栽培、收获的过程，可以学习简单的劳动技术；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

亲身体验，可以丰富幼儿自身的经验。最终，课程也更加生动，为实现自然资源的深度挖掘和儿童的深度学习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基于此，本文针对新劳育理念下基于迷你农场的幼儿劳动教育实践策略展开研究，并提出几点浅薄的建议，以供各位

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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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环境是重
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地促进幼儿
的发展。”为了使迷你农场更符合幼儿的兴趣和需求，同时体
现“以幼儿为本”的课程核心理念。我园从幼儿出发，在迷
你农场中打造生态自然、自由、自主的种植环境，让幼儿成
为农场的小主人。让幼儿园的劳动教育回归自然、回归儿童、
回归生活。

一、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一）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在幼儿园开展劳动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

举措。对幼儿来说，生活中的劳动更像是一场特殊的游戏活
动，在他们眼中，这种劳动是没有功利性的，从这一点来看，
在学前教育阶段开展劳动教育更易于幼儿形成正确的的劳动
观念。

（二）满足幼儿融入自然的需求
幼儿园中有很多开放性的空间和场域，比如，幼儿园种

植区中有依据季节时令栽种的瓜果蔬菜；自然角一年四季有
鲜花、绿植；养殖区有深受幼儿喜爱的“动物朋友”……这
些自然环境不仅为幼儿提供了亲历劳动的便利场所，让他们
获得劳动的感官体验和经验积累，还让幼儿在劳动实践中满
足了了解自然、融入自然环境的需求，同时也能够使他们形
成对自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知。

（三）丰富幼儿探索未知世界的渠道
对幼儿来说，参与劳动的过程就是综合应用自身已有经

验解决实际劳动问题的过程。单从表面看，劳动是纯粹的动
作行为，但实际上，它还是幼儿运用自身的生活认知经验与
外部世界进行交互，幼儿正是在探索未知劳动世界的实践中
获得对外界生活认知经验的构建。同时，幼儿的外在体格和
内在修养也在连续性、交互的劳动过程中协调、发展，幼儿
的德智体美也在劳动中融会贯通。总而言之，劳动是幼儿探
索未知世界、丰富社会认知经验、形成良好体格与修养的有
效途径。

（四）促使幼儿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
幼儿自身的劳动价值是通过与他人分享劳动成果得以实

现的，劳动使幼儿认识到自我存在对于他人的有用性，幼儿
想要获得更多的来自他人的肯定和认可，就需要更多地、积
极地参与劳动。在持续参与劳动和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幼
儿逐渐形成了自身对于世界的正确认知，开始拥有自主性、
独立能力和责任感，并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雏形人格”。

二、新劳育理念下基于迷你农场的幼儿劳动教育实践策略
（一）回归自然，共创种植乐园
大自然是活教材，迷你农场就是浓缩的大自然。孩子天

真就有亲近自然的本能，迷你农场成了幼儿最爱光顾的地方，
教师带领幼儿置身于其中，感受着种植园浓浓的生活气息。
在每个班级的种植区，幼儿可以对植物进行观察、探究，让
幼儿对大自然有了一些初步的认知。首先，通过开展教研活
动，从实地查看农场的布局来进行整体规划，主题设计，打
造水池里的秘密、泥土里的味道、百果园、农家菜园、阳光
乐园，凸显自然、田园的特质。然后，通过参与式的研究，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鼓励教师在活动中，不断进行地探索与
发现；最后，我们要从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共同打造自
然生态、自由自主、趣味探索的种植环境，形成有玩、有学、
有乐的种植乐园。为了便于幼儿在迷你农场里劳作、观察和
学习，可以投放大小不一的铲子锄头、浇水壶、水桶、竹篮、
安全剪刀、各种测量尺、纸笔以及观察记录等工具，让幼儿
在迷你农场里为农作物浇水、除草、施肥、捉虫。同时为满
足幼儿“多样化种植”的场地需要，在迷你农场建造玻璃阳
光房，同时在阳光房里安装自动喷淋和雨水收集站，幼儿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种植适宜的农作物，并随时取水浇
灌植物。

（二）回归儿童，共选种植内容
迷你农场有着很多的教育价值和自然资源。首先，教师

与幼儿进行沟通、交流，共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种植活动计
划，如：种植对象、种植种类、种植过程、种植管理等进行
统一明确。其次，根据自己制定的种植计划，选择符合当地
气候条件与生长环境要求的农作物。教师也需要对幼儿年龄
特点、发展需要等进行充分考虑，尽可能选择成活率高、易
于照料、生命周期相对较短且可以开花结果的农作物。比如，
在种植的时候会选择番茄、红薯、茄子、辣椒、豆类等农作
物，不仅种植的种类具有一定的丰富性，同时它们颜色多样、
果实可食用，这对于激发幼儿种植兴趣、调动幼儿参与种植
活动的积极性也有了很大的帮助。每当幼儿看到植物在自己
精心照料下长高了、开花了、结果了，或是在叶子上发现了
一只小小的昆虫、幼儿们都会欢呼雀跃，惊奇不已。另外，
在一日的生活中引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和二十四节气
歌以及播放 flash、种植视频等让幼儿直观、形象的认识更多
的植物，并了解植物的种植过程和规律，按照种植物生长的
特点确定其播种、浇水、施肥、除虫、采摘的时间，从而帮
助幼儿获得相应的经验，形成生态化的认知和情感。

（三）回归生活，收获、共享种植活动
正如虞永平教授所说：“种植是一种有温度和有情感的活

动，幼儿在种植过程中收获的不只是能力和知识，还有情感
和态度。”同时幼儿在种植活动中，还可获得亲身操作和探
究的体验。例如，在种子发芽过程中，从选种、播种到收获
充分体现着幼儿的自主性，如“我想种什么”“我想种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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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幼儿的成长提供了最佳的探索场地与机会，并结合新
劳育教育理念不断深入研究、挖掘，追寻“真实”“有趣”的
种植内容，在这种的活动中，幼儿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收获
了身心愉悦的发展。

（四）劳动教育的开发与实施
开辟种植场地，创设劳动环境虞永平教授曾指出：“种植

活动是幼儿园常见的一种活动形式，是幼儿与植物、泥土、
水以及各类工具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幼儿加深对植物的生
长发展过程以及植物与泥土、阳光、空气及水等要素相互关
系的认识过程。”幼儿园种植活动需要一定范围的区角场地，
一般分为室内走廊、阳台以及户外种植园地。在种植劳动的
过程中满足幼儿播种、浇水除草、观察、收获的 -- 系列完整
活动的需要，从而获得种植劳动的经验和技能，更好的培养
幼儿劳动的意识和情感。

（五）“小农场”显主题
为了让幼儿从小就能接触劳动、融人劳动、爱上劳动，

每个班级都设计了班级自然角，都有了各自的“小农场”，积
累多元化、综合性的经验。如幼儿园里捡拾沙子、泥土、树
枝、树叶 -- 些自然材料，再通过收集一些小瓶子、红酒箱
子、酸奶杯，把这个“小农场”装饰 -- 番，幼儿就可以开始
播种，期待种子的发芽、成长。幼儿朴素的劳作虽然不起眼，
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却有 -- 颗劳动的种子在繁衍生息，孕育和
滋养他们爱劳动的情愫，“小农场”也会在幼儿的照料下彰显
班级特色主题的文化蕴含。

（六）“自留地”显特色
在田园生活体验匮乏的今天，劳动更能让幼儿亲近自然，

感受田园生活气息。户外种植劳动给幼儿提供了更加便利的
认知感受机会，在相对宽阔的环境下进行种植劳作，也能品
尝到劳动中的酸甜苦辣，还能激发幼儿在种植劳动活动中的
创造性。幼儿园里 -- 块块的“自留地”，幼儿插上班级牌，
标注植物的名称、生长温度及注意事项，静静等待着种子的
开花结果。毫无疑问，在大自然中劳动，能增强幼儿的审美
愉悦体验，从中受益，萌生人与自然共生存的和谐情感，是
幼儿劳动教育的特色。

（七）搭建多方资源，塑造良好品格
真善美的自然环境是幼儿园劳动教育的活教材，任何一

次播种与等待都能为幼儿带来有益的种植经验，真实的劳动
生活，切实的劳动体验，推动幼儿回归田园生活世界。幼儿
在种植种子的过程中学会松土、播种、浇水、施肥，在收获
的过程中，学会观察和记录，在劳动中构建种植劳动经验，
体验真生活、真种植、真劳动。

（八）在幼儿一日生活中渗透劳动教育
常态化的劳动教育不容忽视，一日生活中渗透着幼儿劳

动教育也需重视，幼儿在劳动教育的沃土中滋养着。每当他
们去喝水时，总会讨论：种植园地的种子是不是也会口渴
呢 ? 他们总会小心翼翼地端着小杯子去浇浇水；当太阳很大
的时候，他们会把喜欢阴凉的植物搬进教室；雨天时，还会
用小伞或者雨衣为它们遮风挡雨。一日生活中处处藏着劳动
教育的小惊喜，审视幼儿的生活经验，丰富劳动教育的内容，
形成自觉劳动的意识。

（九）在主题活动中融汇劳动教育
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为幼儿劳动教育提供了扎实的

理论基础，融汇了多种劳动教育内容：传统的种植活动、有
趣的发芽试验、真实的观察记录。- 人 -- 植活动中，他们为
大蒜都标注了自己的姓名牌，注明了种植的时间，浇水、除
草，观察大蒜的生长趋势，总结大蒜生长与水、泥土、阳光
之间的关系。户外种植园地的萝卜，也在幼儿的照料下，慢
慢成熟，提 _ 上篮子，带上铲子，小心翼翼地将萝卜从泥坑
里拔出来。在植物成长的过程中，幼儿劳动技能也不断得到
提升。

（十）在游戏中践行劳动教育
游戏是幼儿学习的主要形式，也是幼儿习得各种经验的

重要途径。通过游戏活动的开展感知劳动教育的重要性。为
了让幼儿践行种植活动，我们开展了户外的玉米种植之旅，
这是需要一个长期等待的劳动活动。然而区域游戏中的写生
活动记录了玉米成长的一生，为了答谢幼儿在这个过程中的
坚持不懈，在生活区提供了剥玉米、煮玉米的活动，甚至还
有幼儿用玉米学会的数数和有规律的排序，在玉米种植之旅
的活动中幼儿感受到了事物的来之不易，要珍惜劳动成果，
培养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情感。

（十一）审视幼儿经验，丰富劳动内容
结合生活经验，让劳动教育开展得更真实。大自然是我

们的活教材，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养料，作为种植劳动的开
发者和组织者，要以幼儿的实际经验和兴趣需要为出发点，
选择适合幼儿经验的劳动教育内容，贴近幼儿的生活，结合
虞山特色，进行绿茶的种植，在收获的季节进行采摘、清洗、
晾晒、炒制、烘干和包装，体验制茶的每一道工序，品尝常
熟特色的绿茶，了解茶文化的历史渊源，让我们的种植劳动
开展的更切实。

（十二）拓展已有经验，让劳动教育进行得更成熟
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为劳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支

持，在幼儿原有基础上进行经验的梳理和整合，让新经验走
向劳动中，促进劳动教育进行的更有趣、更成熟。记一次偶
然，点心之后，-- 位女孩子收集了好几颗桂圆的种子，悄悄
地对我说：“老师，这个种子能发芽吗 ?”一群孩子凑过来，
纷纷表示要试 - 试。于是他们开始挖土、播种、浇水，经过
漫长的等待，功夫不负有心人，一颗小芽芽钻出来了。这颗
小芽芽是他们种植经验的新拓展，幼儿的劳动教育也一步步
走向成熟。

三、结语
总而言之，加强幼儿园劳动教育可以促进幼儿科学探索

能力的发展，还能培养幼儿吃苦耐劳的精神，在种植劳动的
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培养幼儿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力，
感受团队协作的力量，同时丰富幼儿的劳动知识，种植活动
是一件亲力亲为的实践活动，在活动中需要幼儿有 -- 定的劳
动技能，才能感受劳动带来独特的田园生活享受。加强幼儿
园迷你小农场种植活动的劳动教育，可以帮助幼儿树立正确
的劳动观念，获得更多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建立科学合理的
劳动教育体系，有助于实现劳动教育的价值，促进幼儿身心
全面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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