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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得其乐  悦享生活
——记大班摘柿子案例

石春梅  

（宿迁市宿豫区第一实验小学幼儿园，江苏 宿迁 223800）

案例缘起

九月初，一次饭后散步活动中，孩子们注意到了幼儿园操场

上的柿子树，孩子们边走边滔滔不绝地讨论柿子树上的各种柿子，

晨：老师，这个柿子好大哟！像小鸭子，很可爱！豪：老师这个

柿子变黄了，什么时候能摘呢？彤：那个柿子有点黄，还有点青，

再过几天就熟了。孩子们三两一群围在一棵棵柿子树下，数数柿

子树上结了多少柿子，观察柿子的形状、颜色等；看着成熟的柿子，

孩子们萌发了摘柿子的想法。此后我们便和孩子对柿子树进行了

多次的观察，开展了《摘柿子》的系列活动。孩子们通过摘柿子——

捂柿子——吃柿子，在观察、感知、探索中，体验采摘收获的快乐。

案例描述

1. 怎样摘柿子

回到教室孩子们谈论着柿子的形状、颜色，想着怎样摘下柿子，

师幼进行了一次热烈的讨论：

师：你们想摘柿子吗？怎么才能摘到树上的柿子呢？

晗：用梯子可以摘到树上的柿子。

晨：把很多轮胎摞起来可以摘柿子。

湘宁：用长棒也可以摘到。

琪：两个小朋友合作，把一个小朋友抱起来就高了可以摘到

柿子。

冉：搬一个高凳子（椅子）也可以。

俊：我们用筐、桶装柿子。

妍：用塑料袋、篮子装柿子。

……

孩子们交流讨论了摘柿子的方法，并用表征的方式记录下来。

（制定摘柿子计划）接下来根据讨论的好办法要去寻找工具了，

马上可以摘到柿子喽！好期待好兴奋。

2. 摘柿子。

孩子要摘柿子了，格外兴奋。各自带着工具，来到柿子树下。

个子高的摘高处的柿子，个子矮的摘低处的柿子，还有的小朋友

两人一组，互相合作，一个拉着枝条，一个摘；有的孩子在老师、

伙伴帮助下爬上梯子，把柿子摘下；有的孩子滚来了轮胎垒高，

然后爬上去摘柿子；有的孩子跳起来摘柿子；有的孩子用木棒敲

柿子； 有的孩子帮忙传递装柿子……

师：柿子树太高了，我们够不着怎么办呢？

宁：找来很多轮胎摞起来就能摘到柿子。

隺祥：老师你看，我们搬来了长长的梯子，我们要一起把它

搭在树上，看我们人多力量大，马上可以摘到柿子喽，好期待好

兴奋呀！

悦：老师我也想摘柿子，但是我不敢爬梯子……接着林老师

帮我扶梯子，伙伴们鼓励我，我勇敢爬上梯子，伸手就摘到黄灿

灿的大柿子，成就感满满的，原来我也很能干。

欣：矮处的柿子我踮起脚就能摘到，我也很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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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柿子、数柿子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不一会儿筐、桶里都盛满了可爱的小

柿子。孩子们抬着满满一筐的柿子，小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孩子们在校园中与大自然来了一次亲密接触，感受到了劳动的快

乐和丰收的喜悦。

瞧！我们多能干，摘下的柿子又红又大。数一数我们今天的

收获有多少？柿子

那么多，我有小妙招呦！

琦：我会一个一个的数；

冉：我会两个两个数；数的比你快！

妍：我可以数到 50 ！

4. 柿子的联想：

（1）柿子像什么？

看着摘回来的柿子，孩子们拿在手里仔细观察，产生了许多

有趣的联想。

俊：像小鸟，太可爱了 !

冉：柿子像南瓜，有的还是奇形怪状的。

琪：有点像乌龟，还有点像小鸭子。

玥：柿子好奇怪，就像三胞胎。

（2）想吃柿子，怎么办？

柿子摘回来就可以吃吗？老师和孩子们进行了讨论。

晨：老师，柿子还不能吃，我奶奶说柿子变软了才能吃。

师：你们想吃柿子吗？可是这些柿子现在还不能吃怎么办呢？

怎样让柿子快点变熟呢？回家问问爸爸妈妈吧！ 

一早到园，孩子们迫不及待分享他们的调查结果：         

欣：把柿子放在大米里，可以让柿子变熟。

晨：把柿子放在盒子里，盖上布，几天就会变软。

志涵：我的方法是放在袋子里面系好，然后再放在箱子里面

捂着。

浚：我的是放在外面窗台上，让太阳晒晒。我们比一比，看

谁的方法让柿子熟的快？

5. 品尝柿子。

一个星期后，又大又红的柿子熟了，真诱人，迫不及待地想

尝一尝！品尝会开始了！

涵：柿子黄黄的、软软的。

冉：柿子好甜！比糖还甜！

龙：柿子里有种子，吃的时候要注意，种子不能吃！

隺祥：柿子的皮要剥掉才可以吃。

阳：比比谁的柿子大？

教育，用生活来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有力量而成为真

正的教育。”我们只有彻底转变观念，让教育回归生活，把自主

权还给幼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

一、活动的特点及幼儿学习发展价值

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我们重新认识了生活和幼儿园课程资

源的关系，更好地体现了“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思想，推进了

幼儿园课程生活化的进程。生活是教育的源泉，走进生活、走进

自然让幼儿快乐的学习。

偶然散步时，幼儿发现的幼儿园柿子成熟了，使幼儿萌发了

摘柿子的想法。追随儿童的兴趣，教师鼓励儿童想办法，给孩子

充足的时间、空间进行摘柿子的情感体验。

1. 激发幼儿探究兴趣，体验探究过程，发展初步探究能力。

生活中处处可以教孩子学习数学，幼儿的科学探究学习，应

扎根幼儿的生活与经验，融入生动活泼的情景中，让孩子从生活

中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和实际操作进行科学的学习，学会了发现

问题（怎样摘到高处的柿子？怎样捂柿子等）、解决问题（用梯子、

轮胎、凳子、棍棒、同伴合作，亲子调查捂柿子方法等），帮助

了幼儿不断积累经验，并运用于学习活动中，如：孩子将摘下来

的柿子进行数数（一个一个的数；两个两个数；十个十个的数），

感知生活中数学的有用和有趣。

2. 发展幼儿自信，促进幼儿的合作、分享和情感表达。

陶先生提出的创造教育，就是要求人们冲破传统教育的束缚，

敢于提出新的看法和主张，发挥各自丰富的想象力，大胆思考，

独立思考。想前人没有想的，做前人没有做的 ! 改进别人做过的。

创造的儿童教育，就是要尊重孩子，亲近孩子，引导孩子，充分

挖掘孩子的潜能，让其最大限度的发展和成才。要全面培养学生

的创造力，陶先生通俗易懂地提出 .1. 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思；

2. 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3. 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4. 解

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讲；5. 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接触大自然

和社会；6. 解放儿童的时间，不逼迫他们赶考，使之能学习自己

渴望的东西。

摘柿子过程中，孩子们想办法、找工具、分工合作。凭借生

活经验在讨论中大胆、积极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并且还把

各种摘柿子讨论方法画下来，然后去实践、体验、感知。孩子能

够愿意与同伴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并能把观察到柿子特征，积极

主动地表达出来，如孩子说有的柿子像小鸟、乌龟；有的像小花；

有的像南瓜；就像三胞胎等等。轻松的语言环境，让孩子们大胆

表达自己的想法，培养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二、教师的反思及下一步支持策略

摘柿子只是幼儿成长的小插曲，带给我们的却是对幼儿园课

程的反思。大自然的课程也是孩子们最需要，最感兴趣的，大自

然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课程值得我们去挖掘。在摘柿子过程中老

师能够尊重孩子的兴趣，根据孩子的兴趣需求给予时间、空间、

环境、材料的支持；给孩子提供宽松、愉悦、自由、自主的氛围，

引发幼儿持续深入的探究学习。我们也会顺应孩子的天性与兴趣，

和孩子一起走进、感知、探索、表现自然。

正如陶行知所说：“全部的课程包括全部的生活，一切课程

都是生活，一切生活都是课程。”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和新课

程理念指导教学实践，不仅可以克服传统教学中只注重知识传授

的弊端，而且可以激发幼儿参与学习的主动性，促进幼儿学习方

式的转变，教会幼儿热爱生活、创造生活。

下一步支持策略：

1. 进一步丰富柿子科学探究，如柿子的营养价值、食用方式

等方面的了解。提供与柿子相关的文学欣赏，教师可在班级内提

供相关的图书资源如《老虎怕柿子》《脑袋上的池塘》《柿子》，

让孩子在文学阅读中，深入感受柿子的特点。

2. 多与孩子观赏幼儿园的柿子树和秋景，感受、欣赏、表现

柿子树和秋天的景色。在班级中提供相关的名画欣赏，齐白石《五

世分甘图》、国画《柿柿如意》等。

三、结语

“生活”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也是幼儿学习的重要途径。

幼儿园教育要关注幼儿，关注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挖掘教育资源，

把各种教育内容与幼儿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为幼儿创设更开放的

学习空间与内容，寓教育于生活之中，实现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

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健康发展，为幼儿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