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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然角成为幼儿科学探究的起点
——幼儿园“科学探究式”自然角的创设与运用

福建省福鼎市机关幼儿园  邓翠盈

摘  要：自然角指的是幼儿园根据幼儿教育需求在教室或户外设置的供幼儿观察和体验大自然事物现象的特殊区
域。“科学探究式”自然角则强调了自然角的功能与活动模式，是为幼儿开展科学探究活动、探索事物规律等而设
置的场所。自然角内容创设和运用将直接影响幼儿的身心体验，合理的内容设置不但有利于提高幼儿科学探究的主
动性，还有助于自然角教育功能的有效发挥。本文对自然角内容的创设和运用分别进行论述，教师要根据自然界动、
植物生长规律创设自然角，结合幼儿成长特点组织和引导科学探究活动，提升自然角的教育价值，发挥自然角的教
育功能，让自然角真正成为幼儿科学探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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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角是幼儿园为开展种植或养殖活动在室

内、外规划出的区域。自然角的设置能够为幼儿观

察、探究自然科学奥秘创造有利条件。然而，部分

幼儿园在自然角创设和运用中存在一些常见问题。

第一，自然角创设中忽视了时间节律的影响；第

二，运用中缺乏规范，随意性较强，进而导致自

然角教育价值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幼儿园加强“科

学探究式”自然角的创设，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教师

有效引导和启发，不仅能够提升自然角创设的科学

性，还能令幼儿主动认识世界，探索科学奥秘，进

而让自然角发挥出教育功能和价值，使其成为幼儿

科学探究的起点 [1]。

一、幼儿园“科学探究式”自然角的创设

幼儿园自然角的创设不仅要令其满足幼儿科学

探索活动的需求，还要严格遵循自然界存在的普遍

性规律。我国具有古老的农耕文明，自然角的创设

需要渗透我国优秀的传统思想，让自然角内容的设

置能够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这样可确

保材料的投放符合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助力幼儿

进行有效的科学探索。

（一）因时制宜

一年四季更迭的本质是大自然进行的周而复始

的能量循环，不同季节决定了自然界动植物的不同

生活状态。自然角创设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幼儿从中

探索大自然的科学奥秘，发现和体验自然界中的科

学规律，因此，在创设自然角中教师不仅要具有“空

间”的整体观，还需要具备“时间”的整体观。教

师要从大自然时间的节律上对自然角内容设置加以

研究和规划。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立春”时节，标

志着新的一年中春天刚刚开始，此时“阳和启蛰，

品物皆春”，自然界中的万物开始逐渐复苏，教师

可据此节气组织幼儿筹备在自然角“探索春天”的

主题活动。到了二十四节气的“雨水”，自然界中

的降水开始增多，“立春天渐暖，雨水送肥忙”，

此时教师可将幼儿带入自然角，开展植物种植活动

前期准备工作，如整地，清除杂草等；而到了“惊

蛰”，冬季里冬眠的小动物开始逐渐活跃起来，教

师可在此时节将幼儿带入自然角，引导幼儿观察小

动物，如蚯蚓、青蛙等。到了“春分”时节则意味

着进入农作物生长阶段，“春分种菜，大暑摘瓜”，

此时教师可组织幼儿到自然角进行植物种植活动，

如种植容易成活的花卉、豆类等，然后施肥浇水，

静待清明时节左右，所种植的植物生长发芽。教师

将自然界的时间节律融入自身的潜意识中，适时地

与幼儿一起进行自然角材料的准备、投放等工作中，

这样能让幼儿经历自然角科学探索活动的全过程，

可使幼儿掌握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又能让幼

儿的时令认知受到启蒙，进而让自然角活动发挥出

理想的教育作用 [2]。

（二）因人制宜

幼儿园自然角内容设置中，“人”是教师不可

忽视的重要参考因素。幼儿园教育要遵循幼儿身心

发展规律，注重幼儿的个体差异，因人施教，引导

幼儿个性健康发展。因此，教师在自然角内容设置

中需要遵循“儿童本位”的原则。针对幼儿园小班

开展的自然角科学探索活动中，教师需要充分了解

3~4 岁幼儿的年龄特点。此阶段幼儿对色彩较为敏

感，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以直觉思维为主，而此阶段

幼儿兴趣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较弱。因此，教师在引

导小班幼儿开展种植活动时，植物的种类不宜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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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可以投放一些不同色彩、生长速度快、容易

观察的观赏性植物，如网纹草、彩叶草以及多肉植

物等，让小班幼儿能够在兴趣尚未消退之前能够亲

眼看到自己的活动成果，进而强化和巩固小班幼儿

的科学探索兴趣，增强幼儿的探索驱动力。进入幼

儿园中班和大班，幼儿的阅历相对丰富，兴趣也逐

渐趋于稳定。针对此阶段幼儿教师，在自然角投放

的材料品种可以适当丰富些，可适当选用生长周期

偏长的小动物或植物，如灯笼花、牵牛花、小蝌蚪

等，让幼儿在动植物相对较长的周期里反复不断观

察和探究，逐渐形成认知经验的积累，让幼儿更加

清晰地感知动植物生长的科学规律。此外，教师在

设置自然角内容时需要充分考虑动植物投放的安全

性。无论年龄幼小的小班幼儿，还是年龄偏大的大

班幼儿，他们的安全风险意识和自我约束意识都尚

未形成，而且他们存在好奇心理和尝试欲望较强的

共同特点。因此，教师在设置自然角中需要避免采

用风险性较高的动、植物，如月季花、玫瑰、仙人

掌以及蜂类昆虫等，从而确保自然角的科学探究活

动能够在安全环境下进行。

（三）因地制宜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土壤、温度、湿度等

自然条件不尽相同，个性化、差异化的地理条件对

自然角的支持效果不同。自然角内容创设中，教师

需要在时令节气框架下，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准备和

投放科学探究活动材料，这样一方面能够就地取材，

提高自然角动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性，降低幼儿园在

自然角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能够让科学

探究活动以幼儿周围世界作为开展的起点，让幼儿

将科学与生活联系起来，逐渐向外围拓展，在调动

幼儿探究热情的同时，更符合幼儿科学认知渐进性发

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提高科学探究活动的实效性。

二、幼儿园“科学探究式”自然角的运用

自然角内容的创设需要遵循自然规律和幼儿的

认知规律，其运用也要与其创设理念保持一致，这

样才能将幼儿的探究活动最终引向“自然”“生态”

这一目标，促进幼儿形成科学的认知 [3]。

（一）明确目标，设置主题

目标对自然角的探究活动具有引导作用，同时

也是探究活动的最终归宿。有了明确的目标，教师

在组织幼儿探究活动时才能有明确的方面。例如，

每年的二月左右，我国大部分地区将会迎来立春和

雨水两个节气，此阶段无论空气温度还是地表温度

都仍然较低，不适合植物的种植，但可以为幼儿

种植活动做好前期准备。据此，教师可将活动目

标设定为：①通过平整土地，让幼儿感受劳动之乐。

②引导幼儿思考想种哪些植物幼苗。而春分前后部

分蔬菜则可开始播种，如黄瓜、茄子、辣椒等，此

时自然角土地已经平整过了，做好了种植准备，只

需播种即可。对此，教师可将此阶段自然角科学探

索活动的目标设定为：①通过种植黄瓜，让幼儿学

会选种、播种、施肥、浇水。②指导幼儿探索活动，

令其回顾平整土地的实践活动，探索植物种植规律。

依据时间节律的不同，自然角科学探究活动的设置

内容也不尽相同，设定的目标也需要做出相应细化，

这样制定出的活动目标才符合自然规律，并更加具

有指导效力，让幼儿实现循序渐进地探究。另外，

受到动、植物成长规律影响，无论自然角的种植活

动还是养殖活动，均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比如，植

物播种后的 3~5 天时间之后植物种植才会长出嫩

芽，才能引导幼儿开展观察活动；小动物养殖也需

要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段，比如，小蝌蚪需要一周

左右才能长出后腿。为了避免探究活动碎片化，教

师可以和幼儿一起为活动设定具有整体性的主题，

如“小蝌蚪伴我成长”“种植黄瓜，孕育希望”等。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不同时间开展的阶段性探索

活动在同一主题下进行，更加有利于幼儿探索到自

然界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促进幼儿科学认知形成。

（二）趣味导入，启动探索

幼儿的年龄普遍在 3~6 周岁之间，此时他们智

力发育尚未完善，未能有意识地关注和记忆，这一

成长规律将影响到探究活动的整体性，进而给幼儿

探索自然规律带来一定难度。对此，教师可以在组

织幼儿开展自然角科学探索活动时，通过拍摄照片

或录制视频等手段记录下活动中的具体影像。比如，

在“种植黄瓜，孕育希望”主题活动开展的初始阶

段，教师可将幼儿“平整土地”“清除杂物”等活

动录制成小视频，在“黄瓜播种”活动开始前将小

视频播放出来，让幼儿从动态的视频画面中寻找到

自己的影子，逐渐唤醒幼儿已有的活动经验。此时，

教师还可引导幼儿说出自己在“平整土地”活动中

的劳动感受，讲述活动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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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从而强化幼儿对真实场景的回忆，在此基础上，

教师再引入本次探索活动的目标，向幼儿介绍黄瓜

播种的相关知识。通过回放过往影像的方式，不仅

能够为科学探究活动的开展创造出直观化且趣味化

的活动导入情境，提高幼儿参与活动的热情，还能

引导幼儿回顾以往的活动场景，让不同时间段开展

的科学探索活动之间形成有效衔接，确保活动的整

体性和连贯性，这更加有利于幼儿对自然规律的探

索和发现。

（三）以人文本，合理分组

受到自身年龄因素的影响，幼儿生活经验和阅

历尚浅，他们在自然角活动中的观察大部分是由无

意识的“发现”引发的。以幼儿个体形式开展的活

动中，“发现”的机会相对较少，往往会让幼儿失

去许多“观察”的机会；而以集体合作的形式开展

探究活动，其效果将会出现很大不同，能够让幼儿

从不同角度发现活动中存在的“亮点”，集体观察、

体验、分享等，进而提升科学探究活动的实施效果。

基于此，幼儿园自然角科学探究活动正式开展前，

教师要在日常教育活动中对幼儿进行观察，充分了

解每个幼儿的性格特点。有的幼儿性格开朗活泼，

语言表达能力相对较强，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而

有的幼儿则语言发育相对迟缓等，教师可根据幼儿

的个性差异在开展探究活动中将幼儿划分多个小组，

确保各小组成员之间异质化，并指派性格开朗健康

且语言沟通能力相对较强的幼儿担任小组长，从而

让探究活动能够在小组合作的形式下开展。幼儿是

自然角科学探究活动中的主体，教师在引导和组织

幼儿开展自然角活动时，要做到张弛有度，并适当

放手，让幼儿参与到活动组织过程中。比如，以“种

植黄瓜，孕育希望”为主题的种植活动中，教师可

将各小组组长组织起来，引导他们一同参与到自然

角场地划分、工具分配等组织活动中，这样不仅有

助于培养小组长的责任意识，还能锻炼幼儿的组织

和协调能力，促进小组合作探究活动顺利开展。

（四）启发引导，指点迷津

幼儿好奇心强，他们在面对自然角新事物时通

常会产生许多疑问，喜欢多问一些“为什么”。比如，

“为什么要平整土地？”“为什么要挑选种子？”

等。教师要注意保护幼儿的好奇心理，在幼儿提出

个别性问题时，教师要避免直接回答，在引导幼儿

在小组内部进行讨论，让幼儿在问题情境中亲自动

手动脑，在实践中探索，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

帮助和影响，找到问题的答案。而针对幼儿普遍存

在的疑问，教师则可将幼儿召集起来，向幼儿进行

集中指点，化解迷津，进而让自身的引导和指导职

能得到有效发挥。

（五）制订计划，引导维护

自然角活动的探究对象是具有生命的动、植物，

这些生命体的成长符合自然界的规律，要有良好的

生长环境，因此，教师要在种植、养殖活动中注意

动、植物成长过程中的维护。以往的自然角活动中，

部分教师更加注重自然角的短期效益，导致自然角

教育功能减退，这样不但会让前期活动难以得到延

续，还会影响到后续探究活动的持续开展。对此，

教师可在小组合作的基础上和幼儿一同制定自然角

管理规则，采用小组轮流维护的方式，让每个幼儿

都成为自然角的管理者和维护者。这样不仅能够让

幼儿更加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强化幼儿对自然角

的情感，还能让幼儿在自然角维护中获得更多“意

外发现”，让幼儿获得更多惊喜，从而让幼儿感知

到自然角动、植物的生长变化，丰富幼儿的自然科

学知识。

三、结语

总而言之，幼儿园自然角是自然界的浓缩，其

中的动、植物依然遵循着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有

助于幼儿从中形成科学的认知。幼儿园“科学探究

式”自然角的创设和运用中，教师不仅要考虑幼儿

的认知特定，还要密切关注时令节气的变化规律，

科学创设，合理安排，这样才能使自然角教育活动

有规律可循，让幼儿有规律可探，进而提高自然角

的育人价值。

本文为福鼎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课题“科学探索视域下自然角的创设与运用

研究”（课题编号：FDY22-02）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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