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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起点，是整个人生的奠基教育。在这样一个启蒙教育阶段，培养幼儿健全的人格，为幼儿的人生发展夯实基

础，显得至关重要。陈鹤琴先生说过：“大自然，大社会是活教材。”我们充分利用班级种植园这“一亩三分地”，开展情趣盎然的生态种植活

动，让幼儿在身体力行、其乐无穷的种植活动中，丰富种植、养护、收获的直接体验，培养乐参与、喜探究、爱劳动、善合作等多方面的能

力，进而促进幼儿人格中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力求让我们的“一亩三分地”成为幼儿健全人格的生长园。本文通过分析幼儿园生态种植活

动的现实教育意义，进一步提出幼儿园生态种植活动的开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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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幼儿来说，更应该丰富教育的内容、突破传统模式的局限性，

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充分寓教于乐才能巩固教学成果。而对于关

心动植物、亲近自然等意识的培养更应该从创新教学形式，让幼儿充分

体验大自然之美，收获种植的乐趣与成果，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教学实践。 

1 幼儿园生态种植活动的现实教育意义 
1.1 生态种植活动有助于幼儿健康人格的建立和塑造。幼儿园阶段

的教育，对于塑造幼儿良好的品格、完整的人格是具有关键性作用的。

幼儿通过对外界的接触和探索，来获得对世界知识的不断认识、解析和

思维重构，进而对幼儿人格进行塑造和培养，使幼儿获得对世界的正确

认识，达成正确世界观塑造的目标，确保幼儿形成积极向上的、能够适

应自然和社会活动规律的健康人格。幼儿园开展生态种植活动，并能够

在“自然人”和“社会人”两个方面，对幼儿的人格体系进行塑造。通

过生态种植活动中，让幼儿从近距离接触到一花、一木、一草、一果，

再拓展到土壤、水流、石头等大自然的各种物体，帮助幼儿对自然界有

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和定位，并意识到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从而从

幼儿开始就培养环保意识、形成自觉保护环境的理念。通过生态种植活

动中的师生之间、幼儿之间的互助合作，帮助幼儿对人类社会的合作关

系产生深入思考和深刻体会，对于幼儿以后的成才并顺利融入社会大家

庭，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1.2 生态种植活动有助于幼儿认知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从幼儿进入

大自然动手种植来说，无疑是更加形象生动、体验更加直接的学习过程，

孩子们在生态种植活动中既能观察到植物的生长、比较出植物的差异性

并体验到劳动的快乐。从更深的层次来说，通过生态种植活动，在植物

的生长过程之中除了了解环境变化对植物的影响外，还可以初步感受生

命的变化，丰富生命的多样性感知。幼儿时期，无论对于环境还是社会

等各个方面的事物产生兴趣，并进行积极探索和认知的时期，也是培养

幼儿认知能力的关键时期。幼儿在生态种植活动中，能够对植物的花、

叶、根、果等各个部分进行亲身观察，对不同种类植物的颜色、形态、

气味进行比较分类和规律总结，对植物的数量、大小、高矮、形状、种

植间隔、种植排序等元素进行探索认知，从而获得对数学能力的初步获

得。甚至在生态种植活动中，幼儿可以发现和接触到诸如昆虫、青蛙、

蜥蜴等各种小动物，从而对节肢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等不同门类

的动物建立起一个总体的认知体系。 

1.3 生态种植活动有助于幼儿身心健康的培养和锻炼。幼儿在生态

种植活动的参与过程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劳动工具，在对植物进行

播种、松土、捉虫、施肥、浇水、收获等各个环节，都需要付出辛苦的

劳动，这些活动既是对幼儿体力上的锻炼，又是对幼儿思想意志上的培

养锻炼。要让幼儿走出教室舒展筋骨，释放活力，真正动起来，融入大

自然，在玩中学，在劳动中自我感受，感知到“一米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的切身体会，才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知道粮食的珍贵，从而培养起爱惜

粮食、节约食物、不偏食、不挑食的良好习惯。 

2 幼儿园生态种植活动的开展策略 
2.1 要明确活动目标，紧扣活动主题。幼儿园开展生态种植活动，

不必追求高大上的活动效果，也不必搞成千篇一律的样板工程，只要能

够紧扣提升幼儿的素质和能力，培育幼儿身心健康这个核心目标来开展，

就完全可以。幼儿园可以根据小班、中班、大班幼儿的实际情况，确定

活动主题，制定活动方案，可以根据周、月、季度作为时间单位，依据

时间的不同长短，来进行蒜苗培育、豆芽生长、马铃薯种植等不同用时

的种植活动，种植时间由短到长，在难度上也是分阶段逐渐上升，做到

不同年龄阶段完成不同的任务要求，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2.2 要做到因地制宜，利用现有资源开展活动。要积极利用幼儿园

已有的校园、实验田、植物观察室等现有资源，来开展多种多样的生态

种植活动，做到教学资源和设施的充分利用。老师可以大力发动幼儿和

家长，从家里带来植物种子、根茎及花盆、塑料瓶、泡沫箱等闲置工具，

可以达到废物利用的效果，也可以起到节约资源的示范作用，从而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到孩子环保意识的形成。 

2.3 要加强师生互动，增强活动的劳动实践性。幼儿园校园种植有

柿子树、桃树等果木，老师要加强师生互动，组织幼儿围绕柿子、桃子

的生长来进行观察和收获，让幼儿在从春季到秋季的果树形态的观察中，

领略到水果是如何成长出来的。在果实的收获阶段，可以增加活动环节。

比如有些幼儿园开设有种植园地，但是往往流于形式，从设计到打理都

成了教师的工作，幼儿沦为配角，这也就丧失了生态种植活动的价值和

意义。教师要让幼儿与家长主动参与其中，适应季节的种植物可以让幼

儿与家长商量后自主决定，并且种植过程让幼儿参与其中，能亲手完成

的全部亲手完成。老师还可以组织幼儿一起动手，把柿子做成柿饼，把

桃子做成桃干，让幼儿经过动手实践，品尝到劳动的成果，体会到有付

出就会有收获的快乐，这也赋予了劳动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3 结语 
生态种植活动的开展对于幼儿的健全成长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对

幼儿健康人格的建立和塑造、认知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以及身心健康的培养

和锻炼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在幼儿教学过程中，要充分遵循幼儿

的身心发展规律，注重培养其动手能力，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在

亲身体验过程中感受大自然之美和劳动之乐，丰富知识体系，增加了解自

然、了解世界的动力，从而充分发挥幼儿生态种植活动的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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