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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农园”——小学校园种植活动实践课程探究
李吉平���陈万星

山东省乐陵市寨头堡小学，中国·山东�乐陵 ������

摘要

随着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及家长追求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让儿童逐渐失去了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在儿童教育方面也渐渐脱
离了对农耕文明认知。加强对儿童认识自然的能力和保护自然的意识，从小培养生态观念，是实践课程的主旨。在校内进行
实践基地开发，对土地的有效利用，科学选择种植内容、合力管理策略，主动生成种植课程。以“乐享农园”为核心充分挖
掘学校种植区背后的教育价值，让每个学生都可以在“乐享农园”享受真实体验，获得直接经验，让其在实践中得到认知和
体验，从而在立体化的教育中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具有该校特色的种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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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中指出：“要让学生直接参与劳动过程，增强劳动感受，

体会劳动艰辛，分享劳动喜悦，掌握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

惯，提高动手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见，

学校不能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实践”，在文字和图片中“体

验”，学校需要开发校内实践基地，提高综合实践活动的实�

效性。

该校前两年开辟了“乐享农园”校内实践基地，让每个

学生在实践基地中享受到了真实体验，获得了直接经验，培

养了学生的责任感，让他们获得了更为和谐的发展，同时也

初步形成了我校的种植文化。但随着实践的深入，我们发现

校内实践基地“乐享农园”存在着这样突出的问题：

①种植区域零乱。虽然“乐享农园”设置了大面积的种

植区，但种植的区域未得到合理的种植，出现了东一块、西

一片、北一垄、南一畦的凌乱场面，既不美观，也出现了草

中有果、花中有菜的败景。

②种植内容都由老师提供。让学生参与种植活动未能和

家长很好地沟通，教师们往往贪省力自己买点种子随便种种，

不让学生参与种植内容的选择，不让学生参与什么季节该种

什么的讨论，减少了学生自主参与探索的机会。

③种植区基本由老师管理。种植区的创设目的是让学生

了解大自然赋予的很多东西，同时让学生知道身边常见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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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生活习性，但老师们往往嫌学生参与种植管理常规太难

管，又要准备各种管理工具太麻烦，所以教师就担当了全部

的管理工作，学生只充当了旁观者的角色。

④种植课程得不到系统的整理。种植区的有效开展过程

中，会产生很多非常有意义的课程，由于管理者对种植区的

教育价值的偏差，不能有效地研讨、整理出优秀的主题式种

植课程，而往往出现了只为种植而种植，对学生的隐形教育

意义不大。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在学习分析的基础上，将各种教育

因素有机整合，充分利用校内实践基地这一资源，提高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科学选择种植内容——让孩子的选择成为种

植的主题

中国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做

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他强调教学中应注重儿童

直接经验的掌握，教师应积极地鼓励儿童去实践、去获得

直接经验。该校利用种植园地，让学生主动参与“我们种

什么？”的决策中来，以此来激发孩子对种植产生浓浓的�

兴趣。

2.1�种前总策划

在每个种植活动开展时我们开展一次集体研讨活动，根

据适合学生年龄特点进行种植种类的划分，如低年级孩子主

要是叶类植物和矮株类植物的种植，如白菜、西红柿等，这

些果实都是很显性的、漂亮的。而高年级孩子就要选择高株

类、藤条和地下结果的，如马铃薯、四季豆、南瓜、冬瓜等，

这些果实是需要耐心等待的。

2.2�种前总动员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如何引发孩子对种植的兴趣呢？首

先，我们让老师与孩子们一起来到种植园地，实地观察，根

据老师们研讨的方案和孩子们讨论：我们该在上面种些什么

呢？其次，让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商量可以从哪些渠道知道该

种些什么，可以回家问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可以去菜地里

看看别人都种些什么。最后，老师可以提出要求：请每个孩

子搜集三到四种种植内容，在规定时间告诉老师。

2.3�种前大 PK

在搜集了“种什么？”的资料后，老师们邀请资深的学

生家长来校和孩子们一起讨论该种什么的“3.”会，从种植

区的地理位置、自己班的优势等方面进行商讨。然后大家一

起投票决定该种什么，把“种什么”成为孩子们充分表达自

己意见的课堂。

2.4�种子来相会

在班级形成“种什么”的意见后，老师就让孩子们把种

子带到学校里来了，开展一个“种子来相会”的活动，让每

个班级把搜集到的种子全部在走廊上呈现出来，然后各班组

织孩子们去观察各种各样的种子，让孩子在游戏中主动获取

各种种子的知识。

3�合力管理“乐享农园”——让勤劳的双手在

这里绽放

种植区的活动是一个漫长的持续性的活动，从播种、生

长、成熟、收获，周期多则 �a�个月，少则 �a�个月。如何

让管理这个漫长的过程成为孩子乐此不疲的时间，如何在这

个蕴含许多机会的管理过程发展学生的各种能力，让学生获

得更多的知识经验，体验成功的快乐，我们拟尝试这样的过程。

3.1�在劳动中激发学生持久的兴趣

播种是一个藏有小秘密的过程，我们利用播种的小秘密

激发孩子的兴趣，如有的蔬菜是直接播种的，有的蔬菜是要

育苗之后移栽的等等，这些播种方式足以让孩子们的兴趣浓

厚不已。在每次班级开始种植时，我们会邀请种植高手家长

来现场指导我们播种，让孩子们在“农具屋”挑选自己喜欢

的农具来参与播种，在高手的指点下进行种植。播种完毕并

不意味着完事大吉，是学生管理种植区的起点。我们要让蔬

菜的每个成长阶段总能激起孩子不断参与劳动的兴趣。

3.2�在观察中推动学生的探索

陈鹤琴先生认为，每位学生都具有自发的学习潜能，教

育的目的不是将一些经过选择的知识强塞给学生，而是培养

其自发学习的欲望。应该给予孩子的，是自主探索的权利、

自主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将一些枯燥无味的知识灌输给孩子。

观察种植区，正好给了孩子一个自主探索的机会，也给了老

师一个学习如何让孩子自主探索的机会。

������激发孩子的提问行为

孩子们在观察照顾植物的时候，会根据自己已有的经验

提出许多问题，如为什么浇过水的地方泥会很硬的？下大雪

了，白菜会不会冻死等。在一个个问题产生后，孩子们有了

强烈的解决问题的欲望，我们教师可以让孩子们去问问爷爷

奶奶，可以和老师去上网查资料，让一个个问题在充分探讨

的基础上迎刃而解。

������保护孩子的“破坏”行为

孩子进入种植区后，“破坏”行为常伴随出现，如小南

瓜怎么是毛茸茸的，孩子会伸手好好摸上一番，结果南瓜黄了。

诸如此类行为，用成人的眼光去看不易理解，但这正是孩子

好奇所在，对于这些，我们要积极鼓励，并参与他们共同研究，

寻找大答案。

������鼓励孩子的观察行为

天天在做操之后、吃饭之后、离校之前去看看它们，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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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在观察中会发现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思考，进而想

方设法利用各种途径、手段寻找答案，完成探索。随着观察

行为的进一步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我们老师就可以根据

孩子的问题和兴趣，引导生成新的问题。

3.3�在收获中体验成功的快乐

“乐享农园”的植物成熟了。孩子们可以把果实抬到食

堂，请食堂的伯伯、阿姨为他们烹调，每当收获的季节，我

们就可以开展“分享节”活动，品尝着自己种植的瓜果蔬菜，

是孩子们最喜悦的时候，这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更是他

们得到满足的时候。

4�主动生成种植课程，收获种植文化

主动生成种植课程——让我们的种植成为一种文化“乐

享农园”有效开发，我们收获着果实，同样，学校也收获着

自己校本课程——种植文化。

4.1�种植文化和五大领域

①“乐享农园”种植课程所属的领域是综合实践活动，

在种植活动中，孩子们对所种植物的生长情况进行持续深入

的研究。

②从健康教育的角度看，种植活动是一项体育活动。在

种植活动中，孩子要锄地、挖坑、填土等，这些行为能使孩

子的平衡能力、协调能力得到锻炼。

③从情感教育来看，种植活动为孩子提供了参与劳动实

践的环境，可以激发孩子们热爱农业劳动、热爱农村的积极

情感。

④从社会教育的角度来看，种植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

孩子需要与教师、同伴、家长合作完成种植任务，交流各种

发现，有时还需合作进行实验，探究植物生长的规律。

⑤从艺术的角度看，种植活动为孩子提供了丰富的艺术

表现内容。在种植过程中，学生通过认真细致地观察植物，

可以发现植物的美，并用美术、舞蹈和音乐等艺术形式表现

出来。

4.2�种植文化与课程设置

种植文化对课程设置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体现了对学

生最本质的尊重，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兴趣需要。经过总结整

理，我们将种植活动内容进行了横向拓展、纵向深化的编排。

从种植、观察、培育、收获、分享五个环节在全校开设了种

植课程，附种植五篇章。

5�乐享农园种植课程的评价——让评价助推师

生的积极性

根据“乐享农园”种植系列课程的目标，建立相应的评

价指标。对学生相关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课程实施的效果。

同时，加强过程评价和活动评价的研究，探索让每一个学生

都从中获益的评价方式。

5.1�每上半年开展一次“乐享农园种植园”示范班评

比活动

在种植园综合实践活动中，学生从选种至松土，从播种

到施肥，从管理到研究，从观察到采访，各实践活动小组每

一学期下来可谓收获满满。因此，我们要及时为学生提供展

示的机会，每学期举行一次种植评比活动。使种植活动做到

有计划、有活动、有记载、有交流、有管理，更大程度地发

掘学生各方面的潜能，促进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使各个班

级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提高班级品位。

5.2�每下半年举行一次“小农人种植节”活动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将组织开展“小农人种植节”

活动。通过实物成果、摄影、观察日记、体验日记、小论文、

金点子、电子小报等活动营造“小农人种植节”文化氛围，

展现种植实践活动的魅力，使学生通过多种载体、多种形式

亲历种植文化、研究文化，培养和提高他们对种植和研究的

浓厚兴趣，提高动手、观察和探究能力，从而体验种植，亲

历探索，品味生活，共享成长。

校内实践基地“乐享农园”不仅让学生认识各种蔬菜瓜

果的名称、用途和进行初步的种植活动，更主要的是让学生

在劳动中体验，在劳动中锻炼，在劳动中培养对劳动者的热

爱和对劳动成果的尊重，增进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同时更好地发展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对农耕文明的

认识和生态意识，从小养成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的生态观。“读

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让孩子尽情地与大自然同呼吸，让我

们共同奏响绿色种植的和谐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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