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0 年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文章类型：论文|刊号（ISSN）：2705-1196（P）/2705-120X（O） 

Copyright ©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61 

幼儿园自然角生态科普之趣谈 
朱琪 
常州市钟楼区卜弋幼儿园 
DOI:10.32629/jief.v2i11.2519 

 

[摘  要] 自然角是幼儿园环境创设的一部分，是科学教育的重要资源，是幼儿接触大自然，观察大自然的一个小天地。孩子们可以通过与动

植物的亲密接触，学会照料，学会观察，学会发现。他们喜欢在摆弄中观察，在游戏中探索，对于各种动植物的情感常带有“拟人”的色彩。

因此，合理开发并利用好自然角，为幼儿提供接触、观察、探索自然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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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自然角在一个班级中占据着不太大，却又十分重要的位置。创

设良好的自然角环境对学龄前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它不只在于可以给幼儿以美的享受，其中观赏、种植、管理过程更是我

们开展幼儿园教学的重要内容。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发展规律选

择合适的种植内容，既是对幼儿动手能力的培养，也能使幼儿获得很多

种植方面的经验，同时培养他们珍爱大自然的积极情感。 

1 多元环境――激发幼儿探索自然界的奥秘 

对于室内的自然角，我们本着季节性、丰富性、艺术性、探索性、

整洁性、区域性的特点，充分利用窗台、走廊或废旧的纸板、瓶瓶罐罐

等，搭建出富有层次的平台，把“五区” 观赏区、种植区、饲养区、工

具区和观察区相对分开，把水培、土培和小动物自然生态循环性结合，

如吊兰下的金鱼、芋头下的蝌蚪，让孩子真切体验到：生活即教育，教

育即生活。 

户外的种植园，我们把绿绿葱葱的瓜果时令蔬菜长到了自己的责任

田里，让孩子真实感受到：茄子树是这样的，四季豆藤是那样的，蕃茄

原来是一丛一丛长大的。 

这样的环境，美化的是身边，丰富的是孩子，扩大的是视野。 

2 多元感知――鼓励孩子多样感官探索自然界的有趣 

自然角种植园的动植物是不断生长变化的，什么时候要浇水，什么

时候要捉虫，小蝌蚪长出来什么来，蚕宝宝长了几厘米，要坚持观察。 

他们去看、去听、去讲、去画、去记录、去争吵、去尝试、去解决。 

他们为了观察日期天气的记录，仔细研究环境墙，从而发现正确的

记录方法。 

他们为了克服心中的恐惧，反复地尝试，体验以往不敢尝试的东西。

通过实践证明：原来我可以。 

孩子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时间、进行细致的观察探索，在动手操

作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经验，培养个性品质，体验发现的快乐。 

3 多元互动――体验家园合作主动探究自然界的快乐 

除了孩子之间的讨论交流，师生的互动交往，家园的亲子参与也是

必须的。 

让原来观赏性的自然角变成了放学时亲子互动的平台，邀请爷爷奶

奶来参观菜园和孩子“忆苦思甜”，让小朋友早晨和下午拉着爸爸妈妈手

讲述种植的故事――我们还可以利用网络，如微信、QQ 群等向家长介绍

班级自然角的创建情况以及需要提供的帮助等，周末进行家庭领养和寄

养，让家长和孩子共同饲养动物；开展家庭亲子手工种植活动，用拼图

材料动手制作，种植小植物，体验大自然搬到作品中的美丽。让家长多

了解孩子，更让家长了解学前教育的特殊性，这会给我们的活动带来意

外的收获。 

4 多元发展――收获自由自主愉悦创新的游戏课程成果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课程，课程即游戏。 

在看一看、摸一摸、想一想、做一做的过程中，幼儿动手动脑。在

常态一日生活环节之中，持之以恒，将促进他们多元的发展。如在区域

游戏中，孩子们给丝瓜去皮，清洗拔出来的胡萝卜，剥长长的豆角，再

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些活动由点的关注（开放性的、渗透性的、包

容性的）去聚焦、去拓展成长期性的、持续性地观察，从而推进幼儿的

整体发展。让孩子、教师在其中都能享受“自由、自主、愉悦、创新”

的游戏化课程成果。 

从自然角拓展出课程网络，从种植园延伸出集体教学和区域游戏、

科学活动、社会活动、语言活动、生活活动等等，把自然角与户外游戏、

一日生活、集体教学课程紧密结合，在晨间体育活动、自主上午茶、自

选区域等游戏时，我们的幼儿有更多的时间自主安排自己的活动，孩子

们经常三个一伙结伴用扁担挑水去劳动。在除草、担水浇花的过程中，

带动幼儿整个身体的协调运动，能够帮助幼儿锻炼身体协调性，促进幼

儿身体发育。 

我们坚定地认为：课程是幼儿的，教师要现在儿童立场为孩子设计

真正属于他们的课程，而不是教师的课程。在认识上没有问题，但在行

为上我们会经常回到教师的立场，根据教师的思维逻辑去设计儿童的行

为。比如，春天，是花开的季节，找春天找花开是亲近自然感受生命体

验成长的过程，它带给孩子的更应该是一种情感和体验：自然的美好和

心情的愉悦！教师让家长带孩子参观公园、花园，隐含目的是观察春天

的季节特征。比如，亲子采摘草莓，隐含的目的是观察大棚中专业草莓

种植环境和方法，为我们的小菜园种植草莓积累经验。 

将传统的自然角、种植园变成为儿童的乐园和儿童的“教科书”，将

过去观赏性的环境变为实用性的教育资源，让儿童参与其中，融合课程

意蕴，促进学习方式的转变。 

微观的小小自然角、广义的生态种植园，在这个过程中，观察是老

师的核心素养。看懂孩子的行为是一个基础。课程游戏化的进程也在发

生改变。看懂之后，同样也是付出，也是支持，但结果就不一样了。孩

子得到了有动机的发展， 老师也去验证自己的行为，教师专业自觉性就

来了。所以无论是老师，还是孩子，幼儿园的一切都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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