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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更好的植物角——大班幼儿植物角的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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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前教育过程中，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被广泛应用，在教育教学中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探索能力是很关键的。论文以
“创造教育”思想作为指引，在植物角中有效地利用相关制度、过程管理，通过差异化管理、探究式管理、过程化管理等策略，
以及绘画、实验、搜集资料等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培养提高了孩子们的创造能力、探索能力，收获了植物自我管理的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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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植物自我管理是一个缓慢完善、自我调整、重新建构的

过程。幼儿在管理的过程中开展观察、探究植物的活动，在

接触自然中积累有益的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

2�差异化管理——探究不同植物的特性

孩子们收集的植物种类繁多，生活习性也有所差别，不

适合一视同仁地照顾、管理，但孩子们并不知道该如何个别

养护，因此，深入了解不同植物的特征、生活习性是植物自

我管理的前提。

2.1�根据植物生长环境进行分类管理

孩子们带来的植物有很多：网纹草、吊兰、水仙、栀子花、

土豆、康乃馨、多肉植物……教师利用照片拍摄的方式和幼

儿一起共同认识这些植物。孩子们在了解植物外形特征的基

础上观察植物的培养方式，根据生长环境的不同进行分类：

水培植物和土培植物。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幼儿通过直接观察了解植物的多

样性，并借助分类管理进行目的性地观察。

2.2�根据植物生长习性进行特殊管理

丝瓜是一种攀援藤本植物，当它生长到一定高度时需要

引蔓。孩子们在照顾的过程中发现丝瓜和其他植物的直立生

长不同，开始想办法帮助丝瓜引蔓。在日常观察、上网查找

资料中，孩子们选择了绳子帮丝瓜铺一条“路”，让丝瓜藤

可以沿着绳子攀援生长。

植物的生长习性各不相同，幼儿在管理的过程中观察、

分辨植物的生长需要，感知藤本植物生长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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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究植物的需水量

3.1�建立浇水制度——探究植物日常浇水量

在植物角中，往往能看到一个孩子刚浇好水，另一个孩

子又重复浇水的现象，泥土长期处于湿透状态。面对孩子们

缺少对植物日常浇水量的认知，教师生成了谈话活动“植物

每次该浇多少水”。

——引导幼儿猜测原因

教师：为什么不能浇太多水？

懿涵：水不能浇太多，湿润的时候不用的，从中间口子

或边缘浇一点就行了。但是我看到有些人浇很多。

辰辰：水浇得太多淹死了，就长不出来了。

睿睿：如果水浇得太多，种子就会死，它还这么小。

——引导幼儿解决问题

教师提问：所以每一次浇水前，我们要先观察什么？

幼儿：泥土有没有干。

教师：如何知道泥土有没有干？

幼儿：用眼睛观察，干的泥土是有点白的。

幼儿：用手去摸一摸，如果能按下去，说明泥土是湿的，

不用浇水了。

教师小结：如果泥土是干的，我们可以去浇水，如果泥

土是湿的，就不需要浇水。

——引导幼儿明确浇水目的，建立浇水的规则

教师：浇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幼儿：让种子长大。

教师：如果种子已经喝饱水了，你还给它浇水，会怎么样？

幼儿：会淹死、撑死。

随后，师幼共同查找资料，根据植物吸水量的不同划分为：

可以每天浇水和不可以每天浇水，并将植物角内的植物按浇

水量进行分类，分为一周浇一次水、每天都要浇水、三天浇

一次水三类植物，利用小围栏进行隔断，方便幼儿统一管理。

同时，师幼还共同制作植物喝水规则墙，帮助幼儿形成适量

浇水的意识，建立植物管理的灌溉秩序。

3.2�无人化养护——探究假期的浇水方式

随着种子的发芽、天气的逐渐炎热，周末放假时植物的

生长情况渐渐发生了变化。直到某次周一来园时，幼儿发现

白晶菊因为周末没人给它浇水即将枯死了，因此大家提出问

题：周末不在幼儿园，有的植物需要每天浇水，该怎么办呢？

教师先引导幼儿通过查找资料、询问家人等方式寻找解决策

略，完成无人养护调查表，接着支持幼儿和同伴共同分享收

集到的信息。

昕瑜：在矿泉水瓶的瓶盖上戳个洞，倒过来放进泥土里

就可以了。

萌萌：一个管子插在泥土里，另一个管子放在水里，让

水流进去。

小逸：用管子插牢水龙头，然后开点水，让水流过去。

师幼共同查找资料，梳理出多种浇水方法：吸水法、套

盆法、滴灌法、坐水法、深盆蒸发法。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提供了幼儿独立思考问题、寻找解

决问题的机会，并肯定幼儿愿意收集信息的态度，帮助幼儿

梳理新的知识，最终帮助幼儿筛选实验方法。�

结合幼儿园植物角的实际情况和现有材料，笔者选择了

简便易操作的方法——吸水法进行了实践。恰逢五一放假回

来，师幼进行了观察后的交流。

教师出示两次周末后白晶菊生长的对比图，引导幼儿进

行比较观察。

教师：三天过去了，运用了新的浇水方法的白晶菊是怎

么样的？

幼儿：这次没有死。

教师：没有用浇水方法前的白晶菊又是怎么样的？

幼儿：上次死了很多。

教师：为什么这次经过三天了，白晶菊一点都没有枯萎？

艺艺：那是因为提前做了准备，放了一盆水，用毛巾让

水过去。（引导幼儿了解使用的材料）

小奕：上个礼拜没有太阳。

萌萌：水通过泥土过去。

齐齐：毛线放进水里，水通过毛线传送过去的。

教师根据幼儿的回答，进行总结：毛线具有吸水性，它

的一端在水里，另一端和植物相连，当植物很渴的时候，它

就会通过毛线来喝水，水是通过毛线传递过去的。所以三天

过去，碗里的水越来越少，而植物一直喝着水，没有干枯死亡。

通过实验操作、观察比较运用吸水法前后的白晶菊，幼

儿不仅获得了照顾植物的新方法，还体验了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乐趣和成功感。这种新认知的习得还会延伸到幼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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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植物的照料，拓展了多种方式照顾植物的能力。这些探

究方法的运用有效地推进幼儿完善植物角的自我管理策略。

3.3�抢救式调整——探究植物起死回生的办法

植物有可能因为照顾不当而死亡，该如何挽救即将死亡

的植物呢？师幼通过分析原因、查找资料建立假设方案，在

实施验证的过程中随时观察植物的细微变化，调整方案，最

终确定致亡原因，按有效方案进行抢救管理。

萌萌的栀子树在正常浇水的情况下突然枯萎，她非常的

伤心，并求助于老师。教师和萌萌通过观察叶子、泥土的情况，

初步判断是缺水导致的。为什么明明每天都有浇水，却还是

缺水呢？萌萌在集体面前演示了一遍自己浇水的操作，幼儿

发表了以下看法：

幼儿：她只浇了一点点水，没有浸湿泥土。

幼儿：栀子树花盆很深，里面有很多泥土，肯定需要更

多的水。

幼儿：栀子树的根很深很深，水没有浇到它的根上，它

太渴了，所以会枯萎。

教师引导幼儿间隔一会再观察栀子树里的泥土，幼儿用

手指摸了摸，发现泥土已经变得干干的，按不下去，说明萌

萌浇的一点点水只浸湿了表面的泥土，一会就干了，没有到

达根部，根部的持续缺水导致了枯萎。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萌萌试着浇了更多的水在花盆

里，但是水太多，来不及渗透下去都漫了出来，还是没达到

根部，这可急坏了小朋友们。于是，师幼一起求助了馨妍家

里园艺专业的爸爸，这位爸爸亲自来到幼儿园给我们科普了

栀子树的抢救方法，他给大家演示了用浸盆法让栀子树根部

喝上水的操作。

幼儿将栀子树采用浸盆的方法增加水分，一周后，萌萌

发现栀子树开始冒绿尖芽了，她高兴地告诉大家：“我的花

救活了。”

这个经历不仅让幼儿体会了救治植物的成功感和快乐，

也让其懂得：植物的需水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随时关注

并适当调整植物的水量；不同的植物要采用不同的给水方法；

并促使幼儿提升了判断分析原因、细致观察事物变化的能力。

4�过程化管理——探究植物的自然生长

�� � �植物的照顾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是跟随植物生长、

衰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通过记录分析、直接比较、

连续观察等方式感知植物的生长变化和自然规律。

4.1�借助绘画形式的记录表，分析植物生长变化

如何让幼儿保持照顾、观察植物的兴趣呢？笔者借助植

物观察记录表这一任务驱动幼儿坚持管理植物的态度，持续

地、有目的性地观察植物生长变化。

教师提出问题：“种子观察中，我们可以记录写什么？”

最先提出的记录内容是：种子的变化，浇水、施肥、除草、

阳光吸收的情况，植物能长多高，幼儿将观察到的变化用绘

画形式记录下来。随后教师引导幼儿思考如何分辨每一天的

记录情况，于是就有了“日期、星期、第几天、天气”的记

录内容，在幼儿观察记录天气情况时使用绘画的方式表示阴、

晴、云、雨等天气变化，增强了幼儿的审美力和鉴赏力，激

发了幼儿在自然角管理中美的发现和欣赏。�

绘画形式的记录表能让幼儿有目的性地坚持观察植物，

直观地比较、发现植物的变化。幼儿在讲述自己的记录表时，

能根据记录表上的绘画描述直观地与他人交流自己的发现，

通过与同伴的对比，了解植物生长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

记录植物的客观描述过程中，幼儿学会尊重事实，使结论建

立在事实之上，感受植物的生长变化。

4.2�我和植物比身高，引发测量兴趣

植物的生长速度是各不相同的，形态有高有矮。幼儿面

对逐渐长高的植物乐于比一比身高。

如何让幼儿感受植物高度的变化又不让测量变成幼儿的

负担呢？教师摒弃了传统的精确测量，引导孩子用花盆的高

度、自己的身高等作为测量工具，运用比较的方法直观感受

植物高度的生长变化。孩子们随时都能和植物比一比身高，

直观感受植物的生长。

这样做的好处：以自己为测量工具促使幼儿主动去与植

物对比，乐意经常观察植物，发现植物的细微生长，保持幼

儿探究的兴趣，重新建构多种测量方法的认知。

4.3�等待花开、采摘果实，体验收获的喜悦

果实的成熟代表着植物对幼儿坚持照料的回馈，也最容

易让幼儿体会到养护植物的成功感和丰收的喜悦感。

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雯雯发现植物角中的白晶菊是第

一个开出花苞的植物，晨晨发现丝瓜的花朵有的盛开后凋零

�2,��KWWSV���GRL�RUJ����������M[IIF[�VM�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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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的却结成了果实……在丝瓜成熟后，孩子们在教师的

帮助下采摘丝瓜，在空余时间亲自摸一摸、闻一闻丝瓜。

幼儿开始乐衷于探寻每一个细小的果实，并为之欢呼。

当孩子触摸、观察这些果实，他们才完整地感知植物发芽、

长大、开花、结果的生长规律。

在幼儿植物管理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植物的明显变化：在

种子发芽后一起交流种子发芽的日期、影响种子发芽率的因

素，在发现植物叶子上有蚜虫时一起讨论消灭害虫的方法，

在植物开花、结果时回顾植物的生长历程……管理植物的过

程正是幼儿逐步提升探究能力的过程。

5�植物自我管理的成效

幼儿园的植物角管理一直是一件容易让人忽略的事情，

植物角的作用多为摆设和欣赏，养护的过程往往都是以保育

员或教师为主，学期结束时，活的植物幼儿带回家，死掉的

植物就随意丢掉，幼儿参与度低。还有的教师知道要让幼儿

参与到植物角的管理中来，但是出现问题时，为了能尽快解决，

总是直接将解决方法灌输给幼儿，让幼儿跟着教师的脚步前

进，没有自我探究的过程，这样的管理就是无效的，幼儿就

像是老师安排在植物角的小仆人，而不是小主人。

在植物角自我管理实践中，笔者充分发挥植物角的教育

作用，支持、引导幼儿管理植物角，使他们在不断地养护中

发现、探究植物的生长过程，幼儿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以

下成效：

5.1�保持乐于探究兴趣

植物角的创设基于幼儿的兴趣出发，具有周期短、变化

明显的生长特点的植物能持续吸引幼儿的探究兴趣。笔者给

予幼儿轻松的氛围和充分的观察时间，支持孩子们的提问，

满足幼儿摆弄植物的需求，当幼儿看到新变化、发现有趣现

象时创造条件支持幼儿自发的目标达成。这些支持性的行为

使幼儿对植物角充满了好奇心，延续了探究的热情和积极性。

5.2�培养初步的探究能力

在整个植物角管理的过程中，笔者耐心、认真倾听并记

录幼儿的提问，鼓励其尝试收集、筛选和判断，引导其用适

用的方法解决问题，寻找答案。幼儿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探究能力。幼儿有了初步的探究能力就具

备了基本的探究未知、寻求答案和获取知识的方法和能力，

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主动学习、自主学习的能力。

同时，幼儿的科学探究和数学认知借助植物观察记录表

自然地相互关联，比如幼儿观察探究和记录植物的生长变化

时要用到数概念和测量，要记录种子种下的日期和发芽所用

的时间需要推理、判断。幼儿在探究过程中运用到的数学能

够让幼儿切实感受到数学的有用和有趣，逐步发展逻辑思维

能力。

5.3�培养持之以恒的探究品质

在种植植物的过程中，幼儿能够积极主动地仔细观察植

物，从中发现植物一些平时不易引起注意的特征和变化，养

成了幼儿持续、坚持观察和培养一种事物的品质，这种品质

在孩子长大后能迁移到其他事情上，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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