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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念建设

《纲要》中指出“教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是教师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过程。教师要根据本纲从本地、本园

的条件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并灵活地执行。”在

这里，《纲要》明确要求我们建立适合本园特点的课程。

在构建一个园所新课程线索时，课程文化线索一定要

和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元素契合起来，这样才能唤起每个人

心灵深处的温暖与感动，只有自然的、朴素的，深植于中

国文化土壤，回归与还原儿童本真生活的课程，才能形成

有文化、有生命力的园本课程，“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耕读传家包含了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

蕴含着中国古人的教育智慧。年复一年的春种秋耕，更孕

育出中华民族坚韧而质朴的精神品质。基于此，万全区第

二幼儿园探索了自然教育下的农耕园本课程。

2 构建课程

某园将“活教育”作为文化之根，坚持“幼儿本位”

的儿童立场，以“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为目标，

依托充足的户外面积，在虞永平教授“全收获”的种植理

念的引领下，精心开辟了“农耕园”这一自然教育环境，

以“种植”体验为核心，以环境为支点，以游戏为载体，

构建以主题方式生成五大领域教学活动相融合的园本课程

体系，让教育过程成为儿童自发生成、自愿参与、主动探索、

自主建构的过程，让幼儿在二十四节气中感受时间的流转

和作物生长的规律，体会天地自然所携带的精神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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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孩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2.1 构建以儿童为中心的农耕课程

2.1.1 从幼儿兴趣和需要出发选择课程内容

看见幼儿，首先要看到幼儿的兴趣与需要。在尊重幼

儿兴趣和需要的过程中，农耕课程不再是机械枯燥的预设活

动，而是成为幼儿自发的、流动的、游戏化的课程，结合幼

儿园一日活动及大自然本身的教育功能，寻找各年龄班幼儿

发展目标与资源利用的结合点生成主题活动，让幼儿教育回

归自然与生活 [1]。 

①根据植物生长的规律，以播种、管理、收获为线索

开展主题活动，如“向日葵生长记”，伴随着植物的生长，

孩子们精心呵护、仔细观察，不仅了解了植物的生长特点，

也对生命成长的过程充满好奇、倾注情感。

②根据农作物生长形态开展有重点的观察、探究的主

题活动，如“豌豆和蚕豆”，豌豆与蚕豆从播种到收获的生

长周期类似，可以将观察与比较它们的种子、根、茎、叶、

花、果实的不同作为重点开展一系列活动，让幼儿在不断观

察比较和探索发现中进一步了解每一种生命的独特性。

③由某一特定阶段里幼儿的探索需求生发主题活动，

如“走，我们去收获吧”，在秋收时节，小农场里果实累

累，孩子们个个欢呼雀跃，大一班的幼儿自由结伴分成了豆

角组、萝卜和土豆组、青菜和韭菜组、南瓜和葫芦组，每组

7~8 人，讨论制定包括收获的时间、场地、工具、如何分类、

品尝等一系列有关收获的方案，活动中幼儿求助、合作、协

商、领导等社会技能得到了提升。

2.1.2 以适宜幼儿的方式和材料支持课程开展

第一，根据幼儿不同的年龄特点选择适宜的活动形式。

例如，小班幼儿以直觉行动思维为主，他们的探究活动较

为随机，在摆弄和探索植物的过程中获得发现。因此，小班

幼儿的活动以体验为主，摸一摸、闻一闻、尝一尝，调动小

班幼儿多感官地参与农耕活动，积累丰富直观的具体经验。

中班幼儿问题意识增强，围绕问题动手动脑找答案，并在过

程中得到满足，教师需创造条件，支持他们在农耕活动中进

行实践操作、对比观察、搜集信息并做出事实判断。大班幼

儿具有很强的探究精神，在大班农耕活动中，教师既要重视

探究过程，也要帮助他们形成结论，获得探究结果，而且要

创造多种形式，满足幼儿分工合作、交流讨论、竞争比赛等 

需求 [2]。

第二，开展富有创意的活动，促使幼儿主动学习。

为了让孩子有更多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园内为每

班准备了一块实践田，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在农耕

过程中，采用幼儿感兴趣和喜爱的多种活动形式来支持他们

的探究学习。

①亲子种植：播种时，通过亲子种植的方式鼓励家长

和幼儿一起在“农耕园”播种区，体验“挖坑—撒种子—填

土—浇水”的播种过程。

②分组值日：在观察植物生长的过程中，采取“分组

值日”的形式，值日生每天观察植物的生长情况并做好记录，

然后在同伴中播报，引起大家的共同关注。

③担任“采摘使者”：在收获时，在班级中让幼儿轮

流当“采摘使者”，内容包括采集植物的叶子、果实等让幼

儿进行观察和品尝，一起体验收获的快乐。

除了活动形式，我们也与幼儿一起积极探索，寻找适

宜的活动材料。比如，通过几个学期的试验，逐步筛选出几

种适合幼儿种植的植物；还为幼儿准备了小铲子、小喷壶、

安全剪刀、小手套、放大镜等一系列适合幼儿使用工具材料。

第三，以幼儿的全面发展为课程目标。

过去，我们的活动以“成功种植”为目标，若植物种

植失败，活动则宣告终止。重新审视课程后，我们认真思考

在种植养殖活动中，幼儿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发展。回顾幼儿

在活动中的具体表现，他们最爱问“是什么”“为什么”“怎

么办”，于是，我们确立了以“问题”为切入点，帮助和支

持幼儿在农耕活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进行

深度学习，从中看到了幼儿之间的合作与分工、遇到问题时

的相互鼓励、努力寻求解决办法的执着和自主探究的学习品

质。幼儿的多方面经验在行动的过程中持续得到建构 [3]。

例如，大班幼儿疑惑为什么同时种下的西红柿，农耕

园的比班级里的长得低，进而提出“土壤、温度、浇水量哪

个影响西红柿生长”的问题，他们设计对比实验，分别在不

同的土壤、温度、浇水量条件下重新种植西红柿进行验证，

最终找到了答案……幼儿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在活动中不断

被激发，不断提问，不断假设、验证自己的猜想，在探究学

习中提升了科学素养和综合能力。

2.2 构建追根溯源的综合课程

如何将农事活动转化为支持幼儿发展的农耕活动，是

农耕课程形成的重点和难点。幼儿园农耕活动不是为了培养

农民，而是以农耕活动为依托，培养幼儿适应未来学习和生

活需要的综合能力。因此，活动开展初期，我们依照植物生

长规律和农事阶段开展农耕活动时常面临各种问题。如，活

动没有“来处”，不是源自于幼儿，而是源自于植物生长的

需求——到了播种的时候，教师带着孩子去播种；活动没有

“去处”——作物收获完后，就戛然而止了，看不到种植养

殖与幼儿生活的联系；活动的连续性不高——在植物生长缓

慢的阶段，幼儿对枯燥的劳动兴趣降低，常被其他内容分散

注意力；活动中，幼儿获得的经验零散、不成系统等。针对

这些问题，我们对课程设计进行了调整，追本溯源，寻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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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根”。 

2.2.1 生活的根：来源于幼儿生活，回归幼儿生活

现代儿童成长于钢筋混凝土的都市社会，对于农事活

动了解有限，教师通过调查发现，幼儿不会对“为什么土豆

长在地里，南瓜长在架子上”产生疑问，而是对“面包是从

哪里来的”这种与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充满兴趣。于是，教

师转变思路，从幼儿的生活出发，从“面包”追溯到“小麦”，

将农耕活动与幼儿的生活紧密关联起来。

从“面包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大班幼儿生发出“种小麦”

主题活动。在种植小麦的过程中，孩子们解决了“谁是小麦，

谁是韭菜”“小麦剪断后会再生吗”“如何收割小麦”“小

麦是怎么变成面包的”等问题，最终用自己亲手种植的小麦

制作出面包，品尝美味感受收获喜悦的同时，解答了“面包

从哪里来”这一问题。后来，幼儿还将制作好的面包进行售

卖，将劳动成果与其他小朋友、家长分享，用赚到的钱购买

蔬菜粮食的种子，为下一轮种植做准备。

种植小麦的活动将幼儿的兴趣与植物生长阶段相结合，

鼓励幼儿发现问题，在尊重植物生长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猜

想、实验、对比、探究。活动源于生活，并最终回归生活，

形成了“从农场到餐桌”的追根溯源的农耕课程。

2.2.2 文化的根：基于传统文化，发扬优秀文化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在追本溯源的课

程建设中，这个问题同样得到了回答。陈鹤琴先生曾提到：

“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让幼儿理解、发扬、

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做现代中国人，是农耕课程应追

寻的文化之根。瑰丽绚烂的中华文化与农事活动息息相关，

我们根据节气顺“时”而“种”；融传统诗歌与绘画艺术于

幼儿观察、照顾植物的过程中，以诗咏志，以画传美；在收

获和加工制作时，将“不时不食”“药食同源”等博大精深

的中华饮食和中医文化根植于幼儿心中。在活动中，孩子们

认识到，自古以来人类通过劳动获得大自然的馈赠，过去、

现在和未来都要热爱、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和合共生。

2.2.3 教育发展的根：让幼儿在活动中获得“全收获”

虞永平教授曾提出“全收获”的理念——种植活动是

幼儿与植物、泥土、水以及各类工具相互作用的过程。种植

活动不只是科学活动，也是一种综合性的活动，是涉及数量、

测量、空间、协作、规划、表现、责任感、任务意识及审美

等多方面经验的活动。“全收获”的“全”是多层次、多方面、

多主体的，种植不只是让幼儿获得食物，还能给幼儿带来多

样化的活动、多方面的经验。基于这一理念，我园的农耕课

程侧重于通过“种植 + 主题活动”的形式，让幼儿获得全

面发展。通过辛勤劳动，了解植物的生长；通过实验和探究，

理解环境与植物生长的关系；在种植过程中学习不同食物的

营养价值，养成多吃蔬菜健康饮食的好习惯；在解决“坑挖

多深”“不同植株之间距离多远”等问题的过程中感受数学

的有用；每班认领菜地，每位幼儿认领一棵植物，精心照料

植物的过程中培养责任感和爱护植物的情感；收集芝麻秆、

玉米棒等自然物进行艺术创作；在种植活动中进行调查、分

享、交流、分工、合作、讨论、观察，使得幼儿在种植活动

中不仅收获果实，还在每个环节都有所成长和进步，获得全

面的经验建构和能力发展。

3 实施策略 

3.1 制定详细的课程计划，保障农耕园本课程的有效

落实 
针对农耕园本课程的建构，我园定期召开专项研讨活

动，根据《指南》的精神，明确幼儿教育目标，制定园本的

核心素养思维导图，并作为课程开设的重要依据，在课程计

划中，要求教师确定本班的农耕课程，并将这些课程与基础

性课程融为一体，形成整体的课程计划。各班教师沿着春耕、

夏耘、秋收、冬藏这条中国农耕文化的基本脉络实施，形成

相应的主题活动集进行展示、评比，这种形式将园本课程的

探究与日常教学有机结合，不仅丰富了幼儿的一日生活，更

充分体现了园本课程构建的实效性。

3.2 制定规范的实施原则，明确农耕园本课程的整体

方向 
幼儿园根据园本实际情况，提炼、制定了《农耕活动

实施原则》，并在日常工作中加以贯彻，保障了全园农耕活

动的落实。具体原则为：①以周主题形式呈现，重视农耕活

动的整合性；②活动前有分析，活动后反思；③强调以幼儿

生活体验为主；④实施中以幼儿自主活动为主，教师以激发、

引导及支持为主，促进方案转化为活动、活动转化为经验、

经验转化为成长；⑤突出家园、社区合作及环境的教育价值。 

3.3 制定完整的活动流程，促进农耕园本课程的系统

实施 
活动流程包括如下内容：①幼儿经验调查与分析； 

②确定农耕活动的教育目标；③进行活动组织形式的构思；

④做好观察、分析，为生成活动积累线索；⑤融合家庭、社

区教育资源；⑥活动后反思与延伸。

3.4 构建初步的评价框架，促进农耕园本课程的调整

与优化
某园针对园内开展的各类农耕活动，建构了初步的评

价框架，在系统、科学和全面地搜集、整理、处理和分析各

项反馈信息的基础上，对园本课程实施的发展和变化的价值

做出判断并进行及时调整。

为保障农耕课程的科学实施，在课程实践中，我们结

合幼儿园课程管理中 “三三课程审议”，即园内、年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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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三个层级的课程审议；课程实施前、课程实施过程中、

课程实施后三阶段的课程审议，对课程目标、内容、实践路

径等进行反思性评价。

4 课程收获

在课程实践过程当中，我们亲身感受到农耕课程就是

一个“君子课程”，它可以 360°无死角的和幼儿园五大领

域无缝衔接。根据幼儿园的地方特色进行有机的结合，形成

我们幼儿园的教学特色，孩子们感受和理解着大自然的节

奏、季节的变化，以春夏秋冬和二十四节气为线索，让传统

文化和自然教育有机结合，孩子们渐渐懂得了生命平等的本

质，人与动植物共存的现实意义，建立起最平和朴实的自然

意识。

总之，园本课程内容构建的过程，是在课程理论与课

程实践过程中立足本园实际，将各种课程内容进行组织、筛

选与挖掘，不断实现课程园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目前我们的园本课程探索

也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教育资源没有充分利用起来，但是

我们相信，只要继续发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大胆开拓的

精神，那么一套适合本园的、能促进幼儿和谐发展的园本课

程就将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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