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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级自然角是幼儿园环境创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创设良好的自然角环境，不仅可以美化环境，陶冶幼儿的情操，自然角本身

及观赏、种植、管理的过程也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内容。根据 4-5 岁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发展规律，选择合适的种植内容及方法，既是对幼儿

动手能力、合作能力的培养，也能使幼儿获得很多种植方面的经验，同时能够培养他们珍爱大自然的积极情感。本文主要探究幼儿园种植活

动对于 4-5 岁幼儿直接经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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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活动是幼儿接触大自然，观察大自然的一个小天地。孩子们可

以通过与植物的亲密接触，学会照料，学会观察，学会发现。对于幼儿

的成长发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实施种植活动时，能增强儿

童自主性，加大社会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儿童身体发展。 

1 幼儿园种植活动存在的问题 
1.1 场地设施忽视了游戏功能 

针对目前国内大多幼儿园种植活动设计来分析，其在设计阶段未考

虑到 4-5 岁幼儿身心特点，而更多的则是考虑到种植活动开展的目的，

以此忽略了在种植区域中设计游戏内容。 

1.2 家长态度对幼儿种植活动直接影响造成阻碍 

很多家长对种植活动一直持排斥心理，一方面是考虑到种植活动意

义不大，认为幼儿在幼儿园期间学习知识、做做游戏就可，而参与种植

活动则对孩子成长并无任何作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校种植活

动的开展，无法在种植活动中达到任何直接影响。除此之外，更多家长

认为幼儿参与种植活动可能会对幼儿造成危险，而对参与种植活动中对

幼儿身体协调能力、动手能力、集体意识等的直接影响则可以完全忽略，

这也是造成幼儿种植活动开展的重要阻碍。 

1.3 教师不适当的干预弱化了对幼儿的直接影响 

教师作为种植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在种植活动中应有目的地对

幼儿进行直接影响。但是，很多幼儿园教师基于各种因素，在幼儿园种

植活动开展中对幼儿种植活动进行了一些不适当的干预。比如，某幼儿

园开展种植活动中的主题是“我们爱劳动”，在开展中让幼儿通过挖土、

种植蔬菜、浇水等来体验劳动的辛苦和乐趣。但是，在活动开展中，教

师为了不让幼儿造成伤害，往往会干预幼儿种植活动，造成种植活动无

法对幼儿产生直接影响。 

2 更新幼儿种植活动，使其变为直接经验的提升 
近阶段，种植活动的研究慢慢倾向于完美。然而，此处论点依旧缺

少一定意义上的研究，更新种植活动，可提升幼儿直接经验。 

2.1 站在幼儿角度，科学有效地计划幼儿种植活动环境 

首先需关注能力的改变，组建梯度环境。针对不一样的幼儿实施相

同物质环境的认知不相同，所以在幼儿种植活动方面则可以考虑 4-5 岁

之间幼儿的身心特点来设计相应的种植活动，以此更符合种植活动对幼

儿产生直接影响，如在种植活动中，针对 4-5 岁幼儿可设计浇水活动，

让幼儿既能参与到种植活动中，也可以通过该活动对幼儿身心、意识等

方面产生影响。 

2.2 注重实用价值，组建高效的环境 

关于环境选择上，虽然幼儿习惯挑战性的环境，但是，幼儿更喜爱

“有用”的环境。在实施种植活动时，4-5 岁幼儿已然具备独立意识，所

以更希望在种植活动中展示自我价值。因此，教师可以利用幼儿这种心

理因素组建更为高效的环境，让幼儿更加积极参与到种植活动中。比如

在种植活动中，教师可设计活动主题，让幼儿参与到其中，以此能针对

某项设计主题来对幼儿产生直接影响，也可以充分达到实用价值。 

2.3 提升教师素质，进而加大幼儿园种植活动水平 

教师不合理的干预，抑制了幼儿户外运动的能力，因此，需全方位

了解 4-5 岁幼儿的需求，做好游戏的观察者，通过让幼儿体验不同的游

戏，从侧面提升基本技能，达到直接影响目的。此外，还需积极了解幼

儿行为，做好游戏的指引者。在游戏中，教师需采用积极的模式和幼儿

互动，提升游戏水平以及质量。 

2.4 重视幼儿的创新意识培养 

进行 4-5 岁幼儿的教学活动要根据幼儿的特点进行教学。4-5 岁幼

儿的主要特点就是天生好动，因此，使用游戏是主要的教学方法，然而

在教学过程中，有的幼师只是关注对知识的讲解，进行传统式教学，对

幼儿的天性和个性成长一点都不关注。在我国是一个教育大国，有着两

千多年的教育史，同时有着世界闻名的大教育家孔子。尤其是在隋唐时

期的科举制度，使很多的文人雅士加紧读书，这种学习的氛围，一直在

我国流传，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受到这样的读书思想的影响。同

样这样的旧思想也在影响着我们很多的幼儿教师，进行教学的过程中，

把智力教育放在首位。这种思想的形成，主要是社会、家长、幼师共同

形成，而且呈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状态。幼儿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不

敢有越轨的现象，把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变成大人喜欢的小大人，这样

幼儿很容易缺乏创新意识和活泼的个性。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提出了教育的五大解放，即解放孩子的头脑、解放孩子的

双手、解放孩子的嘴巴、解放孩子的空间、解放孩子的时间。可谓十分

精辟。幼儿教育以什么为本，不只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培养什么

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对 4-5 岁幼儿进行培养的过程中，就需要根据现代社

会的需要进行培养。而在种植活动中，如果想要对 4-5 岁的幼儿产生直

接影响，那么就要在活动主题方面进行全面设计，且能够针对所要培育

的技能来设计活动，以达到直接影响效果。同时，在培养幼儿时，要采

用探索培养的方法，还需要结合实际的情况进行培养，采用这两种方法

主要是培养幼儿的创新能力、品质、创新个性和创新的意识。因此，在

实施种植活动时，需努力倾听幼儿的心声，做好游戏的促进者。有效地

与幼儿进行交流、沟通，为幼儿营造自然、温馨的环境，在倾听中进入

幼儿内心，进而提升幼儿直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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