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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农村幼儿生态教育的有效策略
万文怡

江苏省海安市高新区孙庄幼儿园　226600

摘　要：在科技和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下，全球都在面临着生态环境危机的问题，为了解决该问题，无论是工业发展、行业

建设还是教育都需要落实生态发展理念，才能够促进地球可持续发展，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为此，作为农村幼儿园，也需

要落实生态教育理念，从小培育幼儿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绿色意识，为国家的生态发展带来帮助。基于此，本文就农村幼儿

生态教育的有效策略进行了分析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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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rural children’s eco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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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the world is facing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whether it 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dustry construction or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arth. 
development and create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Therefore， as a rural kindergarten，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education， cultivate childr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green awareness from an early age， and bring help 
to the country’s ecologic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of rural children’s 
eco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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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大自然环境中以及农家劳动中具有丰富的生态教
育资源，农村农村幼儿园在生态教育活动方面具有条件优势，
因此，教师在开展生态教育活动期间需要深入挖掘农村的生
态元素，围绕这部分元素设计科学合理的幼儿生态教育活动，
使幼儿形成较强的生态素养。

一、农村幼儿园生态教育的现状
（一）农村幼儿园生态文明情感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前幼儿在进行生态教育时，主要针对理论方面进行教

育，对幼儿的情感教育过于薄弱。并且，大部分幼儿教师没
有掌握情感教育的方法和思路，常常设计的情感教育内容不
够合理，很难激发幼儿的情感共鸣和情感体验，常常会影响
幼儿的学习效果，失去了生态文明教育的最初价值和意义。
为此，日后教师和农村幼儿园都需要重点针对情感教育进行
提升，思考如何在生态文明教育加强幼儿的情感体验。

（二）农村幼儿园生态文明知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村幼儿园生态文明教育的知识教育方面，也存在

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幼儿教师的理论知识过于薄弱、
教育观念过于落后，并且大部分教师所设计的知识难度不符
合幼儿的实际接收能力。

（三）教师专业素养低下
教师专业素养低下也是目前农村幼儿园生态教育质量不

高的主要原因，从师资团队方面来看，农村幼儿园的教师队
伍的专业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多数教师在生态知识方面有
所欠缺，难以为幼儿活动提供专业化指导。农村幼儿园通常
以教材、书本等为教学的主要载体，幼儿尚不需要高水平的
生态知识素养，知识较为简单，这导致教师的科学教育活动
缺乏一定理论支撑，从而使教师教学能力难以进一步提升。

二、农村幼儿生态教育的有效策略
（一）指导观察，启迪逻辑思维
生态教育要求体验者进入自然环境中，教师要有意识地

利用农村的自然环带领幼儿仔细观察，指导他们掌握科学的
观察方法，让他们逐步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在自由观察活动
中，幼儿自由交流自己观察到的事物，如：”我看到百合花
的花瓣有些枯了。”此时其他幼儿纷纷表示：”哪里，哪里 ?
我们都没有看到。”该幼儿兴致勃勃地指出了自己的发现。教
师利用这个机会加以引导：”能不能和大家说说你是如何发
现这个小细节的呢 ?”幼儿提出：”我先看了一眼整棵百合
花，觉得以前它是挺直的，但是现在却变成歪歪的，我怀疑
它生病了，就从上向下检查，一眼就看到了花瓣枯了。”在分
享交流中，幼儿认识到在观察的时候可以先观察整体形象，
然后再观察细节部分，初步掌握了观察的逻辑方法。”如果大
家忘记了百合花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又怎么能发现它的变化
呢 ?”这个问题让幼儿思考如何能记录观察结果，大家都觉
得可以将看到的内容画下来，或者拍摄照片，这样就能对比
分析了。在教学中还可以将若干已经画好的图片展示出来，
让幼儿进行排列，按照发芽、长枝干、开花、结果、凋谢的
顺序进行排列。此时幼儿要围绕观察中发现的各种细节进行
推理，分析该图片展现的是百合花的哪个生长过程，逻辑能
力再次得到激发。幼儿要在观察中学会从整体到局部等科学
的观察方法，还要运用写生等方式记录下生物的生长变化，
标注上发生变化的日期，最后进行整合归纳，探究动植物的
生长规律，这样幼儿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会逐步成长。

（二）建立生态植物角，让幼儿感知美好环境
构建绿色生态课程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教师可

以在农村幼儿园教室里增设绿色生态植物角，供幼儿们直接
参与活动。例如，引导大班幼儿参与”月季花乐园”主题活
动，要求幼儿们积极参与自然角里对月季花的日常养护，许
幼儿主动观察月季花的播种、浇水、除草、松土、修剪、移
植、换盆、开花等过程，并动手记录具体的操作事宜，用形
象化的图形和简单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感想，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一个学期的实践，幼儿们切身感植物生长的规律，逐步



2022　10　新时代教育·基础教育220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养成爱护花木的良好习惯。
（三）开设动植物课程，让幼儿系统化学习
农村幼儿园开设动植物课程一般以幼儿熟悉的动植物为

主，在操作过程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幼儿通过仔细观察了解、
认识相应的动植物名称与特点，开阔观察视野，逐步认识国
内外更多的动植物的名称，并感知大自然的博大；同时，还
要引导幼儿深层次了解动植物的功能，为幼儿今后学好生物
课程夯实基础。长此以往，幼儿们不仅能够了解了植物学基
础知识，开拓了眼界，而且在心中树立最基本的生态观。

（四）利用活动类课程，打造绿色化平台
硬件设备和教育手段支撑绿色生态教育固然重要，但还

可以把绿色生态的意识融入到各项活动中去。例如，在每天
早晨的户外活动时，教师可以带领幼儿参与”植物大战台风”
的小游戏活动，让他们了解到自然生态的平衡离不开生态化
环境的支撑，人类构建和谐社会也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
提。笔者在开展运动区域活动时，就积极引导幼儿一边参与
活动，一边思考保护绿色花草树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到
善待植物、爱护植物。

（五）结合幼儿的发展规律建立生态文明教育课程
农村幼儿园的生态文明教育过程里，除了需要提前确定

教育目标之外，还需要在开展教育实施前，建立完善、科学
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才能够给幼儿教师带来真正地教育实
施指导，让教师能够依据教育体系和制度，落实到实际幼儿
课堂教育中，达到教育目标。在农村幼儿园教育中落实生态
教育，是一个连续性、递进式的教育，不能够每节课分割开
来单独进行教育，这样十分不利于培育幼儿的生态文明意识，
失去了教育的最初意义。因此，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则显
得十分重要。幼儿教师需要通过整个课程体系，帮助幼儿深
入地感受和理解生态文明精神，提高自身的生态文明技能，
并且在生活中落实相关行动。

在建立课程体系时，幼儿教师需要遵守三个原则：第一，
满足幼儿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同时需要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和
提升性，让幼儿能够更好地进行锻炼和提升；第二，符合幼
儿的长远需求，让幼儿能够在长远落实生态文明精神；第三，
结合幼儿的实际生活，让幼儿能够有更好的代入感。例如，
农村幼儿园在建立课程体系时，结合不同年龄段、不同特点
的学生设计不同的课程体系。对于小班的幼儿而言，他们的
接收能力较差，生活也比较简单，因此，农村幼儿园将课程
体系内容重点放在了农村幼儿园内的生态文明教育，如让幼
儿对班级的垃圾进行分类、做好班级值日、收拾好自己作为
的卫生、定期开展农村幼儿园内的集体值日等等；对于中班
幼儿，他们有了前期生态文明教育的基础，教师可以适当地
提升课程体系的难度，如要求幼儿借助可回收资源进行手工
实践和义务拍卖、要求幼儿对本农村幼儿园的垃圾分类情况
进行调查和分析等等，让幼儿能够获得一定的实践能力和生
态文明知识提升；对于大班的幼儿而言，他们有了较强的实
践技能和理论知识，幼儿教师可以将课程重点放在课外实践
和拓展上，如带领幼儿到校外进行生态文明体验。

（六）交流分享，培养审美意识
幼儿一般都活泼好动，喜欢和他人交流分享，教学者要

利用他们的这个特点，组织其分享交流，让他们用自己的语
言表达在自然角中看到的事物，分享美、交流美的感悟，从
而提升他们的审美意识。在”水墨游戏”的活动中，教师将
生态角活动和美术教学融合在一起，让幼儿交流审美创作的
感受，相互启迪，看看如何能完美地再现生态角。幼儿首先
进行自主观察，他们要找到其他人不注意的细节，并在创作
中展现出来。此后幼儿参与了互动讨论，说说自己的发现，
并讨论什么是美的。”我看到一朵淡粉色的花，颜色比其他的
花都淡一些，我觉得很好看。””我看到叶子上有一条菜青虫，
碧绿碧绿的。”有幼儿提出了反驳：”菜青虫是害虫，不是美

好的东西。””但是菜青虫的颜色真的很好看啊。”教学者要避
免直接评价幼儿的观点孰对孰错，而是鼓励他们各自阐述意
见，在交流讨论中完善自己对美的感受。在讨论中，幼儿认
识到自己此前的看法不够全面，要综合分析，评价事物的美
丑。最后，幼儿将自己的讨论结果融入到美术创作中，体现
出了自己心中的美。

（七）加强对教师队伍生态文明教育，提升师资力量
在开展农村幼儿园生态文明教育时，幼儿教师是其中重

要的一个环节，通过幼儿教师的正确引导，幼儿才能够深入
地了解和认识到生态文明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感同身受履行
生态文明建设，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幼儿教师
需要认识到自己在生态文明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通过正确的
教育方法和内容设计，达到教育的目标。但是，通过调研发
现，当前大多数幼儿教师对生态文明教育的认识不够深入，
其自身所具备的相关理论和教育方法比较薄弱，无法适应生
态文明教育建设的需求，导致教育质量一直不尽人意。针对
这样的情况，为了达到更好的生态文明教育成果，农村幼儿
园和幼儿教师自身都需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培训和学习，提
升相关理论和教育技能，拓展农村幼儿园整体的师资力量，
以此来为生态文明教育打好基础，同时促进教师的个人职业
发展和成长，满足幼儿教育的基本需求。

在实际教育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幼儿教师的生
态文明教育师资力量：例如，第一，农村幼儿园可以定期开
展生态文明教育的主题教研活动，让幼儿教师报名参与，通
过多个教师之间的共同调研、分析、讨论，以此来促进交流
和沟通，针对生态文明教育进行更深入地学习，提升各个幼
儿教师的相关知识；其次，农村幼儿园可以定期开展主题培
训和讲座，邀请更多生态文明教育的专家和生态文明建设人
士参与到其中，针对国家的现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道路、
生态文明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方法策略，进行详细培训，以此
来提升幼儿教师的相关知识；接着，农村幼儿园之间还可以
联合，创办教师交流会、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等，以此来
提供给幼儿教师更好的学习和提升空间。

三、结语
在农村幼儿园的教学体系中，生态教育活动占据重要地

位，是幼儿对自然生态产生初步认知的主要途径，为了加强
幼儿教育质量，教师需要做好幼儿生态教育活动。农村幼儿
园独具特色，无论是教育风格还是教育方式都与城市幼儿园
存在明显不同。现阶段，我国农村幼儿园教学硬件设施难以
保障生态教育活动有效进行，因此，教师在开展生态教育活
动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农村当地的环境特点，并因地制宜
利用有效的教学资源设计生态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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