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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尽量为幼儿创设探索和学习的环境，有效地促进幼儿的发展。”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

境和心理环境，自然环境能直接的为幼儿们的探索提供支持，大自然中有很多原始的资源本身就是很好的探索材料。生态科普活动是幼儿园

科学探究活动的形式之一，种植活动是真实自然、生机勃勃、变化万千的。种植活动为幼儿提供了接触大自然，认识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

机会。因此，本文探究生态科普活动中教师对大班幼儿进行植物探究的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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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教育，要通过引导幼儿感受生活、了解生活，促进其获得

相应的发展，从而为将来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社会，丰富和创造生活打下

基础。种植活动让幼儿走进大自然，从播种到收获，我们带着孩子们体

会“生命全程”。 

1 幼儿园生态科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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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幼儿进行植物探究的指导策略 
2.1 走进大自然，探索大自然 

每个孩子的天性就是玩，在玩中孩子又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

的知识，众所周知，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而种植园只是取其中细微的

一部分，是大自然的缩影，可成为幼儿探索植物的生长奥妙，了解科学

种植技术的窗口。总的来说，种植园的内容可以包容万象，无所不有，

品种繁多，就我们大班而言，有玉米、葱、南瓜、辣椒等，水养植物有

蚕豆、大蒜、洋葱、水仙花等，活动中从给植物浇浇水，到请每位幼儿

每天都去看一看自己种的小花小草，或蔬菜，一段时间过去了，我们发

现，种植园对孩子的教育效能“出来”了。 

种植活动能够激发和满足幼儿的好奇心，吸引幼儿去关注和思考周

围所发生的一切。而在幼儿富有积极性的探索活动中，教师又能根据幼

儿的身心特点，创设生动形象的活动情景，有效地去引导幼儿观察、感

知、探究、实验和思考分析，因此，幼儿发现问题、提出問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 

2.2 在种植园里的收获与成长 

我们通过让幼儿认识农作物，把充满生命力的种子播下再到丰收，

可使孩子展开由实物实景引出的想象翅膀，认识到“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的含义。其次是有利于培养幼儿的优良品德。现在的儿童多为

独生子女，他们有时会因全家成人的宠爱而形成某些弱点。比如以我为

中心、自私、不爱惜粮食物品、独立性差、依赖性强、缺乏互帮互助的

精神等。要帮助和引导幼儿克服这些弱点，单纯靠课堂教育是不够的。

而创设种植园，可以给幼儿提供一个亲身感知、认识和实践的新鲜天地。 

种植活动有利于开发儿童的智力。对农作物进行种、管、收的过程，

就是幼儿观察事物、认识事物、扩展思维能力，从而获得知识的过程。

通过种植，不仅可以使幼儿了解到农作物的种子、幼苗的特征，而且了

解到种植与季节、气候等的关系，学到了日常生活中难以接触到的知识；

通过对农作物的管理活动，可引导幼儿认真观察它们的发芽、拔节、开

花、结果的生长过程，从而培养幼儿的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

力和思维能力。 

总之，在生态科普活动中教师要注重尊重大班幼儿的好奇心，顺应

大班幼儿的探究兴趣，让幼儿在收获分享的过程中，学会主动观察发现、

对比、合作，学会通过连续的观察记录及种植故事去表达自己的发现和

感受，真正使种植活动成为中班幼儿主动探究的园地，进一步大班促进

幼儿的科学探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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