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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开展亲子种植活动的意义及实践策略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高砂中心幼儿园  吴梅钦

摘   要：教师和家长不应该过多地期待幼儿能够在亲子种植活动中学到太多的专业种植知识和技能，而是要通
过生态种植这一教学活动培养幼儿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并增进幼儿与家长之间的情感，引导幼儿建立起积极主动
学习的意识，引起幼儿产生对未来自然课程的兴趣。本文就幼儿园开展亲子种植活动的有效途径进行分析，以期能
够推动幼儿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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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家庭教

育所起到的引导作用也日益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

家园共育诞生，为亲子种植教育带来了更多的可能

性。利用家园共育教学模式有助于扩充幼儿教育的

渠道，加强教育力度，促进幼儿教育质量的全面提

升。幼儿园亲子种植活动有机融合幼儿园与家庭教

育，目的就是丰富幼儿教学方式，丰富幼儿感官体

验，从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能为幼儿以后的学

习之路、人生之路奠定更好的基础。

一、幼儿园亲子种植活动的意义

幼儿健康成长，不仅需要幼儿园的良好教育，

也需要家长的通力合作。在家庭和幼儿园的共同引

导下实现家园共育，为幼儿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让幼儿得到全面发展。幼儿从出生到成长，几乎每

个时期都和家庭脱不开关系。对幼儿来说，家庭教

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前部分幼儿园并没有充分

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会对幼儿的种植行为加以限

制，让幼儿只能按照固定的方式方法去培养种植植

物。这样的方法给了幼儿太多的限制条件和规定，

会使种植活动失去原本的意义与作用，不利于培养

幼儿的创新精神，阻碍了教学目标的实现。幼儿的

身心发育尚不健全，对种植植物这件事情还没有一

个完整的概念。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开展亲子种植

活动，其与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相契合，不仅能充

分调动幼儿自主参与的积极性，还能引导幼儿亲身

经历植物的种植过程和生长过程，从而锻炼幼儿的

爱心与耐心，并在活动中感知亲情，培养温馨和谐

的亲子关系。

二、幼儿园亲子种植活动原则

（一）身心发展原则

幼儿园的幼儿尚处在接受学前教育的年龄阶

段，其身心发展规律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此，亲

子种植活动需要在充分尊重幼儿的身心特点和发展

规律的基础上开展种植教学活动。法国著名的思想

家卢梭曾在其著作《爱弥儿》中全面地阐述了其自

然主义的教育思想，在这一思想中，卢梭认为教育

应该是把儿童培养成为符合自然要求的“自然人”，

并且充分肯定了人类的自然属性。这一思想也对幼

儿园开展亲子种植活动给出了很大的启示，幼儿园

进行生态文明的教育活动不应该无视幼儿的天性，

违背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应该充分尊重幼儿身心

发展的规律特点，顺应幼儿的本能和天性，以此开

展幼儿生态种植的教育活动，促使幼儿与自然和社

会的和谐统一，培养幼儿的人格，使其发展为拥有

真善美的完整人格的人。

（二）寓教于乐原则

幼儿的思维特点主要是以直观的形象思维为

主，因此，教师在开展亲子种植活动的过程中应该

多选用直观、生动、形象的方法和幼儿感兴趣的方

式来开展教育活动。教师与家长应该充分注意自己

的言语表达方式，增添语言的色彩，使其更加生动

活泼，并保证与幼儿有足够的互动，能充分感染到

幼儿，使幼儿受到良好熏陶，进而能主动参与到活

动中。在活动过程中，亲子之间可以互相探讨，深

化幼儿的生态环保意识，使幼儿在种植活动中获得

良好意识的形成。

（三）启发教育原则

人们采取行动的准则往往都是根据最初的认知

所进行的，因此，亲子种植活动应该充分考虑到幼

儿的认知层次和水平，通过启发的方式引导幼儿形

成正确的生态种植认知，实现这一教育活动的真正

意义。当幼儿对植物的种植过程或生长过程等方面

产生问题时，教师和家长可以先不急着给出答案，

应该多多鼓励幼儿勇敢尝试，引导幼儿通过观察去

发现在不同的条件下植物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从而

明白植物生长的方式、规律和环境之间所隐藏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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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系。

三、幼儿园亲子种植活动实践策略

（一）种植实践策略

在以往的亲子种植活动中，幼儿通常只进行相

应的培育工作，一般没有参与到前期种植准备中，

而该过程也存在非常多的教育价值。幼儿只有参与

到种植准备中，才能深入了解亲子种植活动，并最

大限度地调动探索兴趣。教师可以请幼儿与家长共

同讨论，自主选定植物。在讨论过程中，幼儿可以

和家长说一说自己想种植什么植物，然后由家长向

幼儿简单介绍植物特征，并说明是否在园内自然角

种植，最后共同决定是否选择种植该植物。同时，

教师也可以引导幼儿选择植物种植。例如，教师引

导幼儿种植豌豆，便要先让幼儿明白豌豆是怎样得来

的，让其产生好奇心，主动想要种植。教师可与生

活联系，对幼儿提问：“大家知道豌豆是什么吗？”

由于豌豆属于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东西，因此，大部

分幼儿都知道。教师可继续提问：“那大家吃过豌

豆吗？”一听到吃的，幼儿的兴趣就会被激发起来。

此时，教师需利用幼儿的积极性，进一步引导：“大

家知道豌豆是怎么来的吗？”这时，幼儿便会产生

好奇，想知道豌豆怎么得来，教师便可以引导幼儿

到豌豆种植上。教师做出这些引导，幼儿想要种植

的欲望已经被激发，这时教师只要稍加引导，便能

让其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教学，进行豌豆种植。由

此可见，教师将幼儿作为教学主体，采用有效的方

式引导，便能达到教学目的。在将植物选定后，家

长间可以通过微信、QQ 等平台进行沟通，然后种

植相同植物的幼儿可以自动结为一组，使幼儿在观

察植物时，能对植物的生长过程进行对比参照。在

确定种植品种后，家长与幼儿需要通过网上查阅、

书籍阅读等方式来充分了解植物，包括植物的学名、

功能作用以及培育的相关注意事项等。幼儿在掌握

植物相关知识后，能在整个培育过程中有方向、有

重点地对植物进行照顾，还能对植物的成长产生期

待感。而家长在了解植物生长的过程中，是一个自

我学习的良好途径，也是增进亲子关系的良好机会。

在做好种植准备后，教师可以在班级自然角开展种

植活动或者将自然角移至走廊，使幼儿能利用上、

下学的时间对植物进行观察。不过不管是班级自然

角还是走廊，均存在水源较远、阳光不足的问题，

因此照料起来不方便，再加上植物盆栽比较大，所

以不利于幼儿将盆栽在走廊上搬进搬出。于是教师

可以和幼儿商讨，将植物放至花园，部分幼儿担心

娇嫩的植物容易被暴雨和烈日摧残，但经过一段时

间的培养后，幼儿发现这些植物的生长反而更加茂

盛，幼儿能够了解到，大自然才是植物最好的环境，

风吹雨打是植物成长的必要经历。在培养植物一段

时间后，幼儿从一开始的小心翼翼会转变为大胆放

手，由处处小心照顾到适时给植物洒水、除草。幼

儿在该过程中能够明白，人为照顾反而会更容易令

植物枯萎，所以幼儿能转变看待植物的姿态，从而

发现更多、探索更多。种植过程中，教师需在旁对

幼儿进行引导，引导其如何配合，怎样播种、施肥、

浇水、盖土，最后看哪一组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很好

地完成种植。种植结束，教师可对表现好的小组进

行表扬，这样会更好地激发幼儿的兴趣和探索欲。

对最后完成的小组，教师需给予鼓励。通过比赛和

教师夸奖，幼儿对种植课程会更感兴趣，有助于提

高教学活动的质量和效率。

（二）观察实践策略

幼儿认识自然的主要方法是观察，幼儿从观察

开始发现问题，然后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最后解

决问题，帮助幼儿一步一步走向大自然深处。幼儿

的成长是永不停息的过程。在幼儿观察植物生长发

育时，教师不应对其时间进行限制，每一个时刻都

是幼儿观察植物的最后时机，所以教师需要给幼儿

留有时间，让幼儿有充足的观察机会。比如，在午

间散步时，让幼儿和植物宝宝说说话；在上学、下

学期间，让幼儿和植物小苗打个招呼；在晨间户外

时，让幼儿顺便看看植物有没有长大。在这种动静

交流的过程中，幼儿能观察到植物的变化。幼儿在

观察到植物的成长变化后，通常会有分享发现、展

示成果的欲望，所以教师需要给予幼儿表达的机会，

通过相互讨论来启迪幼儿。首先，教师可以让幼儿

与同伴分享，让幼儿之间相互倾听与讨论，使幼儿

能获得更多知识，然后在共同讨论中摸索前进。幼

儿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幼儿园和家庭的影响，只有

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保持观念一致才能提高教育

水平，所以幼儿家长需要积极参与其中，不仅能将

家庭教育水平提升，还能对幼儿与家长的绿色生活

习惯进行培养。其次，为了帮助幼儿更好地对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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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进行了解与观察，教师可以鼓励家长周末带幼

儿到公园各处对植物进行寻找与观察，并利用照片

记录过程，或者在花店中购买幼儿喜欢的花，教师

还可以为其提供相应的图书，使幼儿能更加直观地

感受到花的形态与特征等。教师还可以让幼儿与家

人沟通讨论，比如，在家长带领孩子来园、离园时，

可以主动与孩子沟通，利用该时间倾听孩子对自然

以及植物的认识，并引导孩子回顾一天的实践观察

内容。家长在听完孩子的表达与发现后，应及时给

予肯定与鼓励，针对观察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帮忙

改进，使孩子产生进一步观察与表达的欲望，增强

主观能动性。最后，教师还需要引导幼儿与自己对

话，幼儿在种植过程中容易产生问题，让幼儿自己

思考解决虽然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但能帮助幼儿

进行自我思考。在这种自我对话中，幼儿能获得实

践验证的机会，有助于幼儿在反思中不断进步。在

观察过程中，幼儿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此，教师需要有意识地设置问题来引导幼儿思考，

使幼儿能有目的、有方向地进行探索，推动幼儿不

断成长和健康发展。

（三）记录实践策略

在亲子种植活动中，记录是重要环节，能帮助

幼儿巩固所见所闻，同时能联系前后的所思所想，

使幼儿能完整地回顾亲子种植活动。首先，教师需

要引导幼儿用眼睛去记录，通过多看来了解植物是

用怎样的姿态与速度来发生改变的，包括植物种子

是如何发芽、植物花朵是如何开放、植物果子是如

何长大、植物藤蔓是如何向上爬等，通过眼睛记录

植物成长过程，能帮助幼儿收获自然之美。其次，

教师可以通过绘画、文字、照片等方式帮助幼儿记

录植物成长过程。在该过程中，家长可以积极参与

其中，比如家长用相机记录植物，然后让孩子用图

画的方式记录植物变化，之后家长与孩子相互交流

后，家长用文字形式记录孩子的表达，这种亲子合

作、图文结合的方式能成为幼儿的种植活动日记。

在形成植物成长日记时，教师还可以让幼儿对植物

产生猜测与联想，比如猜测植物会发生什么变化、

植物以后怎样成长等，并让幼儿记录这些猜测，然

后与实际情况对比，以此验证猜想的正确性。在记

录的过程中，如果幼儿只是单纯停留在自我探索中，

那么亲子种植活动缺乏足够的集体意义，所以教师

需要让幼儿用语言表述，使亲子种植活动成为幼儿

社会交往的一部分。除了家园交流、同伴分享、自

我对话等语言表达途径，教师还需要利用生活间隙

以及晨谈的时间来集体展示种植活动的成功，并要

求幼儿在集体中展示自己种植植物的成长情况与记

录内容。幼儿在分享发现与猜测时，能对自己的记

录进行巩固，同时其他幼儿也能通过他人的分享来

认识植物成长变化。例如，有的幼儿种植了向日葵，

可让幼儿分享等待向日葵开花的过程，此时，幼儿

会纷纷想要表达自己等待的过程。一些幼儿表示等

待的过程太慢，部分幼儿表示整个过程发现向日葵

成长的秘密。尤其是种植比较成功的幼儿，更愿意

分享自己的种植成果，而且表示还想要尝试种植其

他的植物。也有部分幼儿的向日葵没有种植成功，

此时，教师需对其进行鼓励，然后分析其种植失败

的原因，让幼儿记住，种植不能“拔苗助长”，要

让植物慢慢生长，种植也有一定的诀窍。教师可让

种植成功的幼儿与种植失败的幼儿进行交流，不仅

能加深幼儿间的友谊，还能让其学会分享，同时培

养了幼儿的动手能力，提升了教学质量，也实现了

让幼儿幸福快乐成长的目的。

简而言之，幼儿园在家园共育理念下开展亲子

种植活动，不仅能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而且对幼

儿的情绪发展、认知发展以及社会性发展起到促进

作用，因此需要给予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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