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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种植活动是幼儿教育科学探究活动的重要内容之

一。它不仅蕴含了大自然的奇妙现象，还能够为幼儿提供亲近

自然的机会。新课改强调要积极组织幼儿户外活动，让幼儿在

亲自参与中感知到大自然的魅力。因此，幼儿园应在“自然教

育”理念指导下开展幼儿种植活动，为幼儿选择适当的活动内

容，让幼儿亲手种植和浇灌，激发幼儿的探索欲望，使幼儿各

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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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教育”理念是一种新型的儿童教育理念。它考虑

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强调要为幼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使幼儿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自然教育”理念

要逐渐渗透到幼儿的学习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让幼

儿主动亲近自然、感受自然，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存。因此，在

“自然教育”理念指导下开展幼儿种植活动能够使幼儿在实践

中养成保护环境的习惯，促进幼儿综合素养的发展。

一、“自然教育”理念指导下幼儿种植活动的作用
种植活动能够使幼儿感受到生命的成长，体会到生命的

意义。而且，“自然教育”理念指导下的幼儿种植活动需要幼

儿亲自参与其中，能够使幼儿从整体上感知生命的循环过程。

在种植活动中，幼儿能够观察到种子破土而出的情景，感受到

从无到有的神奇变化，了解到每个植物都要经历破土、生长、

成熟、衰败的过程。死亡对幼儿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很多

教师都尽量避免与幼儿讨论这一话题。而种植活动能够使幼儿

感悟到衰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有效地向幼儿渗透了生命

教育。“自然教育”理念指导下的种植活动还能够使幼儿体会

到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能够培养幼儿节约资源和懂得感恩的

意识。在种植活动中，教师要让幼儿体会到收获的喜悦，因

此，可以带领幼儿种植一些短期内能够结果的植物，让幼儿在

收获果实后自觉形成珍惜粮食的情感，并引导幼儿将果实分给

他人，懂得感恩帮助过自己的人。另外，开展种植活动还能够

培养幼儿的责任心。学龄前阶段正是幼儿各方面飞速发展的时

期，通过开展种植活动，让幼儿精心栽培自己的植物，能够培

养幼儿的责任意识，建立幼儿与植物间的情感，在活动中渗透

责任教育，让幼儿树立责任心。

二、自然教育理念应用在幼儿教育中的现状
幼儿阶段是人类成长的重要阶段。人类未来的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思维能力与幼儿阶段接受的教育有着很大的联系。

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改革和发展，一些问题逐渐突显。受到应

试教育的影响，很多教师都根据教学大纲和考试内容制定教

学互动，阻碍了幼儿的全面发展。《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中强调要培养幼儿对大自然的探索兴趣，让幼儿亲近大

自然，体会到大自然的奇妙之处，提高幼儿对大自然的认知，

结合幼儿的生活经验，使幼儿在活动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提高幼儿的综合能力。但大部分的幼儿园在制定教

育课程时加入了一些小学教育中的内容，日常的教学内容以语

文、数学、英语为主，一些游戏化、生活化的教学活动变成了

幼儿的休息时间，导致幼儿园教育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没有

考虑到幼儿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不利于幼儿健康、快乐的

成长。因此，幼儿教育应转变教学观念，采用“自然教育”理

念，以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为基础，开展丰富多样的实

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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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教育”理念指导下实施幼儿种植活动的
措施

(一)为幼儿创造良好的活动环境

由于幼儿的年纪尚小，喜欢具有丰富自然色彩的环境，在

开展种植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要积极调动幼儿的活动兴趣，建

立良好的活动环境，使幼儿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

因此，教师可以利用大自然中的资源建立起生动的教学环境，

以此来增强幼儿的情感体验。例如，可以用一些原木色的材料

装饰幼儿园的室内环境，制作原木色的活动玩具、桌椅板凳

等，让幼儿的学习环境更加贴近自然。还可以在幼儿园内开辟

一片种植园，让幼儿自主选择想要栽培的植物种子，便于幼儿

对植物成长的观察与发现，让幼儿体会到劳动和收获的乐趣。

开辟种植园的目的不仅是教授幼儿种植技巧，而且是要让幼儿

体会到植物顽强的生命力，增加幼儿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让

种植园成为幼儿园的独特风景。

(二)打破活动场地带来的局限性

在“自然教育”理念指导下，我们不仅可以在幼儿园内

开展种植活动，还可以带领幼儿走出幼儿园，前往菜园和一些

种植基地进行种植活动，让幼儿有机会与大自然零距离接触。

目前，很多幼儿园的种植活动停留在观察和摆设的状态，没有

让幼儿亲自动手参与其中，无法让幼儿真正与大自然接触。因

此，教师可以带领幼儿到一些果树种植实验基地去，让幼儿走

出教室，开阔视野，增加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在活动中，教

师可以让幼儿自主选择喜欢的活动项目，种植位置的选择、土

壤的优化、种子的种植，全都由幼儿独立完成，以此来加强幼

儿对大自然的了解和对植物成长的感悟。

(三)引导家长参与种植活动

在开展幼儿种植活动时，我们还可以让幼儿的家长参与其

中。种植对于没有经验的年轻教师而言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而有一些幼儿的家长曾经在农村有过相关经验。因此，教师可

以开展家园合作，让家长与幼儿一起开展种植活动，让家长为

幼儿讲解松土、播种、施肥的详细过程。这样既能够推动种植

活动的顺利开展，也增加了家长与幼儿之间的感情。比如，在

种植蔬菜的活动中，幼儿可以在家长的帮助下事先了解相关的

信息，做好充足的准备，还可以向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家长询问

这个季节适合种植哪些蔬菜。在种植活动中，家长可以给予幼

儿一定的帮助，还可以将幼儿劳动的瞬间记录下来，以此来提

高种植活动的有效性。

(四)注重建立种植活动的仪式感

幼儿种植活动不仅是让幼儿跟着动手做，而且，更重要的

是让幼儿观察和了解其中的信息，如植物的种子是哪里来的，

土壤中蚯蚓的作用是什么等等。种植活动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式

活动，不仅能让幼儿体验到种植的乐趣，也能让幼儿参与到采

摘果实的环节中。因此，教师要建立种植活动的仪式感。例

如，在开展果实丰收的活动时，教师可以根据班级里幼儿选择

的植物种类分组，让幼儿将自己的劳动果实分享给他人，并用

讲故事的方式为大家讲述自己的种植过程；还可以组织幼儿进

行活动讨论，谈谈自己在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方法。这

样既能够使幼儿回忆自己的种植过程，也提升了他人对种植的

了解。而且，重视种植活动的仪式感有利于加强幼儿对生命的

尊重和热爱，使幼儿对种植活动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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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培养了幼儿的综合素养。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自然教育”理念是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尊

重了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发展规律，也为幼儿留出了个性发展、

自主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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